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凿 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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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市地名志》既是一部记载古今地名的专志，又是一部现代

具书．它收录了沙市市自然地理实体和经济地理实体等方面的

名一千余条，通过地名图、地名概况文字材料及各种有关地名

和附表，力求表示出每条地名的由来、演变．含义．地理位

准书写形式和正确读音；同时，力求反映出该地名所指范围内

经济的概貌．也就是说，除了力求反映地名本身的特殊属性之

力求反映其外部形态和内在特征．使人们对它所代表的地理实

个概括的了解．在各类地名的采择．阐释和编排上亦力求做到

富、精炼，实用．因此，从中可以纵观历史，横察当今，是提

高行政管理科学水平的重要档案．

《沙市市地名志》是我市地名普查成果的综合反映．地名普查是

做好地名工作的重要基础．我市地名普查已对全市地名进行了一次较

为全面系统的调查、核实，并且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工作．所取得的具体

成果是：(1)普查了全市995条地名，填写了各类地名卡片三套，共

2，377张；(2)编制了《沙市市地名表》两份，共114张；l，990条；，(3)

编写了各类地名概况文字材料l 09份；(4)编绘了万分之一标准地名图

Io幅，并透绘标描了lo幅标准地名图的聚脂薄膜图；(5)标准化处理

了295条地名．其中路48条，巷7r条．居民区lo条，街道办事处l条，

居委会28条，大队9条。生产队l 82条。自然村lo条．在此基础上，经

过编纂小组的加工．提炼．补调和编排，一部《沙市市地名志》终于

问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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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市市地名志》是根据《国务院关于地名命名、更名的暂行规

定》编辑出版的，所以具有法定的意义．各行各业使用地名时，均需

以此为准．今后更改地名，也必须按照有关审批程序和权限办理，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因此，《沙市市地名志》的编辑出版．

对结束长期存在的地名混乱现象，为四化建设提供标准地名资料，将

起到重要的作用。

由于《沙市市地名志》涉及面广，技术性强，编辑工作非常复

杂；同时又由于这一工作在历史上尚属首次，并无现成样本可资遵

循，错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以便今后加以修订，不断提高，让它起到应起的作用。

由于《沙市市地名志》录取了许多方面的数据和资料，特别是不

少地名录取了它们的地理座标(经纬度)，考虑到保护国家机密，故

不对外发行，只能作为内部参阅。其次，《沙市市地名志》中插图所

标示的行政区划界限，只是根据普查范围临时确定的，因而只能作为

一般参考，不能作为划界的依据。

沙市市地名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元月



凡 例

一、本书以文、图、照片为主要表现形式，为了显示清楚，便于

查阅和使用，采取了以“块块”(即以街道办事处、公社、农场一级

的八个行政区划)为主的编排体系。 “块块”首页按类别编有分目

录，书末附有笔划索引和音序索引，以弥补“条条”的不足。

二、金书共收录沙市市各类地名l，023条(包括分写的45条，共

为l，068条)。按先市区(街道办事处)后郊区(公社、农场)‘j同

类行政区划又按先北后南、先西后东的原则进行编排。

三、在街道办事处、公社、农场以下，各按居委会、大队、自然

村的上下行政归属关系排在一起，其顺序同样遵循先北后南、先西后

东的原则． ．

四、其它各类地名，按所在地为何行政区划(即不按行政归属关

系)进行编排，但社办企事业单位除外。

五、无论街道办事处，还是公社、农场，也无论其辖区地名类别

数量的多少，一律以下列顺序为准(凡遇缺项即行递补)：

居委会一一大队一一自然村一一路一一街一一巷一一居民区一一

区片——场一一台站一一机场一一渡口一一道班一一企业单位一一事

业单位一一行政单位一一公路一一渠——桥一一闸一一电排站一一堤

——其它建筑物一一古迹——游览地一一纪念地一一河一一湖一一地

胄．

六，《沙市市行政区划图》放在全书正文的首页，所有地名图放

在相应体系的首页，其它地图和照片则排在有关地名的概况文字材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的附近．

七、北京路，中山路、胜利街和长沙港等地名，因跨越两个以上

一级行政区划的辖区，其概况文字材料放在市区地名的最前面，以示

区别．

一一．．．八，西千渠(沙市段)作为沙市最大的渠道，放在郊区地名的最

前面，以示突出．

九、因沙市港及其所属港区、码头集中编排在一起，既符合。块

块”、又符合“条条”的要求，所以按照先西后东，先外后内的原

则，将其单独列在市区和郊区之间．

十，长江(沙市段)和荆江大堤(沙市段)因与沙市港联系较

紧，所以排在沙市港的后面．
‘

十一、各类地名的概况文字材料均按五定(定名，定音，定义、

定位、定性)的原则要求编写，有关地名的沿革及其它考证文字材料

则作为附件，放在相应的地名概况文字材料的后面．

十二、除注明者外，所有资料及数据均断限于一九八一年底．

十三、有关内容的表示方法：

1．各街道办事处．公社、农场及沙市港前页注相应的名称。

2．各类地名的首行中间位置注相应的类别名称．

3．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和《城市

街道名称拼写规则》的规定书写。

4．历史纪年．解放前一般用旧纪年，夹注公元纪年；解放后一律

用公元纪年。

5．各种计量单位一律按国务院l 959年6月25日发布的《统一公制

计量单位中文名称方案》处理。

6．引用数据一般以统计局数据为准。引用其它部门所出数据时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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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其他高程时另行注明。

关文件和某些辅助材料，以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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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图 例

沙市市行政区划图

总 目 录

沙市市⋯⋯⋯⋯⋯⋯⋯⋯⋯⋯⋯⋯⋯⋯⋯⋯⋯⋯⋯⋯⋯⋯⋯⋯⋯·(1)

一七九四年沙市地图

一九四二年沙市地图

一九五O年沙市地图

一九五三年沙市地图

沙市沿革⋯⋯⋯⋯⋯⋯⋯⋯⋯⋯⋯⋯⋯⋯⋯⋯⋯⋯⋯⋯⋯⋯⋯⋯⋯⋯⋯⋯⋯⋯⋯(1 5)

沙市沿革简表⋯⋯⋯⋯⋯⋯⋯⋯⋯⋯⋯⋯⋯⋯⋯⋯⋯⋯⋯⋯⋯⋯⋯⋯⋯⋯⋯⋯⋯(20)

市 区

荆沙交通游览图

路 ，

[荆襄路)⋯⋯⋯⋯⋯⋯⋯⋯⋯⋯⋯⋯⋯⋯⋯⋯⋯⋯⋯⋯⋯⋯⋯⋯⋯⋯⋯⋯⋯⋯(2】)

[长港路]⋯⋯⋯⋯⋯⋯⋯⋯⋯⋯⋯⋯⋯⋯⋯⋯⋯⋯⋯⋯⋯⋯⋯⋯⋯⋯⋯⋯⋯⋯(21)

(江津路]⋯⋯⋯⋯⋯⋯⋯⋯⋯⋯⋯⋯⋯⋯⋯⋯⋯⋯⋯⋯⋯⋯⋯⋯⋯⋯⋯⋯⋯⋯(22)

(北京路]⋯⋯⋯⋯⋯⋯⋯⋯⋯⋯⋯⋯⋯⋯⋯⋯⋯⋯⋯⋯⋯⋯⋯⋯⋯⋯⋯⋯⋯⋯(22)

(中山路]⋯⋯⋯⋯⋯⋯⋯⋯⋯⋯⋯⋯⋯⋯⋯⋯⋯⋯⋯⋯⋯⋯⋯⋯⋯⋯⋯⋯⋯⋯(23)

(跃进路]⋯⋯⋯⋯⋯⋯⋯⋯⋯⋯⋯⋯⋯⋯⋯⋯⋯⋯⋯⋯⋯⋯⋯⋯⋯⋯⋯⋯⋯⋯(23)

[沿江路]⋯⋯⋯⋯⋯⋯⋯⋯⋯⋯⋯⋯⋯⋯⋯⋯⋯⋯⋯⋯⋯⋯⋯⋯⋯⋯⋯⋯⋯⋯(24)

(荆堤路)⋯⋯⋯⋯．．，⋯一．．．．．t．．．．．．⋯⋯t．．⋯．．．一⋯t．．，，．⋯．．．⋯⋯⋯．．．⋯⋯⋯⋯(24)



(临江路)⋯⋯⋯⋯⋯⋯⋯⋯⋯⋯⋯⋯⋯⋯⋯⋯⋯⋯⋯⋯⋯⋯⋯⋯⋯⋯⋯⋯⋯⋯(24)

街

(胜利街]⋯⋯⋯⋯⋯⋯⋯⋯⋯⋯⋯⋯⋯⋯⋯⋯⋯⋯⋯⋯⋯⋯⋯⋯⋯⋯⋯⋯⋯⋯(24)

渠

(长沙港]⋯⋯⋯⋯⋯⋯⋯⋯⋯⋯⋯⋯⋯⋯⋯⋯⋯⋯⋯⋯⋯⋯⋯⋯⋯⋯⋯⋯⋯⋯(25)

一解放路街道办事处

解放路街道办事处地图
’

解放路街道办事处地名目录⋯⋯⋯⋯⋯⋯⋯⋯⋯⋯⋯⋯⋯⋯⋯⋯⋯⋯⋯⋯⋯⋯⋯(27)

(解放路街道办事处)⋯⋯⋯⋯⋯⋯⋯⋯⋯⋯⋯⋯⋯⋯⋯⋯⋯⋯⋯⋯⋯⋯⋯⋯⋯(30)

崇文街街道办事处

崇文街街道办事处地图

崇文街街道办事处地名目录⋯⋯⋯⋯⋯⋯⋯⋯⋯⋯⋯⋯⋯⋯⋯⋯⋯⋯⋯⋯⋯⋯⋯(69)

(崇文街街道办事处)⋯⋯⋯⋯⋯⋯⋯⋯⋯⋯⋯⋯⋯⋯⋯⋯⋯⋯⋯⋯⋯⋯⋯⋯⋯(72)

中山路街道办事处

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地图

中山路街道办事处地名目录⋯⋯⋯⋯⋯⋯⋯⋯⋯⋯⋯⋯⋯⋯⋯⋯⋯⋯⋯⋯⋯⋯(105)

(中山路街道办事处)⋯⋯⋯⋯⋯⋯⋯⋯⋯⋯⋯⋯⋯⋯⋯⋯⋯⋯⋯⋯⋯⋯⋯⋯(108)

胜利街街道办事处

胜利街街道办事处地图

胜利街街道办事处地名目录⋯⋯⋯⋯⋯⋯⋯⋯⋯⋯⋯⋯⋯⋯⋯⋯⋯⋯⋯⋯⋯⋯(1 37)

(胜利街街道办事处)⋯⋯⋯⋯⋯⋯⋯⋯⋯⋯⋯⋯⋯⋯⋯⋯⋯⋯⋯⋯⋯⋯⋯⋯(1 40)

朝阳路街道办事处

朝阳路街道办事处地图

朝阳路街道办事处地名目录⋯⋯⋯⋯⋯⋯⋯⋯⋯⋯⋯⋯⋯⋯⋯⋯⋯⋯⋯⋯⋯⋯(1 77)

(朝阳路街道办事处]⋯⋯⋯⋯．．．⋯．．．．．．．．．．．．⋯．．．．．．一．-．一．．．⋯一．．．t．．⋯．．．⋯(1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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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人民公社地图

立新人民公杜地名目录⋯⋯⋯⋯⋯⋯⋯⋯⋯⋯⋯⋯⋯⋯⋯⋯⋯⋯⋯⋯⋯⋯⋯⋯(242)

(立新人民公社)⋯⋯⋯⋯⋯⋯⋯⋯⋯⋯⋯⋯⋯⋯⋯⋯⋯⋯⋯⋯⋯⋯⋯⋯⋯⋯(246)

联合人民公社

联合人民公社地图(2幅)

联合人民公社地名目录⋯⋯⋯⋯⋯⋯⋯⋯⋯⋯⋯⋯⋯⋯⋯⋯⋯⋯⋯⋯⋯⋯⋯⋯(285)

(联合人民公社)⋯⋯⋯⋯⋯⋯⋯⋯⋯⋯⋯⋯⋯⋯⋯⋯⋯⋯⋯⋯⋯⋯⋯⋯⋯⋯(289)

沙市市农场

沙市市农场地图

沙市市农场地名目录⋯⋯⋯⋯⋯⋯⋯⋯⋯⋯⋯⋯⋯⋯⋯⋯⋯．．．⋯⋯⋯⋯⋯⋯⋯(324)

(沙市市农场)⋯⋯⋯⋯⋯⋯⋯⋯⋯⋯⋯⋯⋯⋯⋯⋯⋯⋯⋯⋯⋯⋯⋯⋯⋯⋯⋯(325)

附 录

附录目录⋯⋯⋯⋯⋯·一⋯⋯．．．．．．⋯⋯⋯⋯⋯⋯⋯⋯．．．⋯⋯⋯·⋯⋯⋯⋯⋯⋯⋯。(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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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沙市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长江中游荆江河段北岸，西北毗邻荆

‘州城，四周除西南与公安县隔江相望外，余为江陵县所环绕。辖区南

北最长处约17．9公里，跨北纬30。12740川一一30。22 730∥；东西最宽处

约14．2公里，越东经ll 2。l 2
7

40”一一11 2。2 l 735Ⅳ。总面积128．3平方公

里(含长江水面7．7平方公里)。现为省辖市，市人民政府驻北京路7 7r

号；东沿汉沙公路去省人民政府驻地(武昌)约230公里。

沙市市区现辖解放路、崇文街，中山路，胜利街、朝阳路等五个

街道办事处(共81个居民委员会)，郊区辖有立新、联合两个人民公

社(共27个生产大队)和一个国营农场(两个分场，分场相当于

大队)。市区内有街、巷(包括居民区)178条(个)，其中：路56条，

街29条，巷72条，居民区2 1个。市郊自然村共275个。1981年底，全市

共有居民58，098户，228，964人；其中城市人口1 95，2 42人，农村人口

33，722人。绝大多数为汉族。少数民族有回、满，蒙，土家、苗、、

壮、侗、布依、白、水、土，达斡尔、彝、鄂伦春、仡佬等1 5个，共

约数千人。

沙市市地处江汉平原西部，大地构造单元属于江汉拗陷江陵凹陷

沙市小背斜的东北冀部。自白垩一一第三纪以来，长期下沉，发生河湖

相沉积，堆积了巨厚的白垩一一第三系岩层和第四系河湖相松散堆积

物．地貌类型属于河漫滩，为荆北河湖平原组成部分(汉沙公路以北

则为一级阶地)。按地形和形成过程，可分为三级面：一级面为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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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漫滩，标高28～3 4米，地势低洼，湖沼甚多，但有局部起伏，南高

而北低；二级面为人工地形，标高32～36米，原为古寸金堤，现为旧

城区的基础(迎禧街一解放路一中山路一胜利街)；三级面即堤外滩

面，为滨河床河漫滩，标高36～40米，同样有外高内低之趋势(如柳

林洲)。荆江大堤绵亘于市区南缘，标高46．o～46．5米(吴淞高程=

黄海高程+1．7r90米)。长江(沙市站)历年平均水位为35．25米(二

郎矶冻结基面高程=吴淞高程+o．418米=黄海高程+2．208米)，最

高水位为44．67米(1 95 4年，二郎矶冻结基面高程)，均超过堤内地

面，故有“船在屋上走．人在水底行”的民谚．加之北面长湖最高水

位可达3 3．1 3米(1 980年，习家口冻结基面高程一吴淞高程+o．074米

=黄海高程+1．864米)，致使沙市“头顶一盆水，肩扛半条江”，常

处于外洪内涝、腹背受患的不利境地．

沙市气候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热冬冷，四季分明．夏季

最长，为123天；冬季次之，为l l o天；春季又次之，为7，l天；秋季最

短，为6l天。年平均气温为l 6．1℃，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为3．4℃，

最热月七月平均气温为28．1℃，极端最低气温为一1 4．9℃(1 97 7r年1月

30日)，极端最高气温为38．6℃(1961年6月22日、l 978年8月2日)．

无霜期历年平均为256．3天．月平均气温稳定通过l o℃的初终期，

历年平均起于3月25日．终于11月l 7日。≥l o℃的积温历年平均为

5 1 3 9．5℃．年平均降水量为l ll 4．6毫米。年平均相对湿度为80％。年

平均风速2．4米／秒；最大风速2 4米／秒。常年主要风向，冬季多北风，

夏季多南风。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寒潮、暴雨(最大日降水量l 7r4．3毫

米)、秋寒，干旱．大雾和冰雹。

沙市历史悠久。余家台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证明远在四，五

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此开拓生患。史书记载，沙市夏时属禹贡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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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之域。殷商时属古南国和荆楚。西周时属楚之句直王国。春秋时，

楚文王于公元前689年迁都于郢(今江陵县纪南城)后，沙市即成为

其外港，初名津或江津，意为长江渡口，是为交通要冲和江防重地．

公元前27r8年秦击楚拔郢后，改郢置江陵县，为南郡治，江津属之。此

后二千二百多年，均为江陵县所辖。汉至西晋易名津乡，每为兵家争

战之地。东晋至隋复名江津。南北朝时，此处交通发达，市面颇为繁

荣。唐代，始改称沙头j沙头市，简称沙市，其意为沙洲顶端的集

市。沙市一名，最早见于唐诗。著名诗人元稹在《和乐天送客岭南二

十韵》中有“江馆连沙市，泷船泊水滨”的诗句。从元稹的生卒时间

(公元779—831年)算来，距今至少也有ll 50多年。唐末，江陵成为

全国最大的茶市，沙市即为其茶叶转运口．五代时，沙头属南平国。

宋代始称沙市为镇，号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贾客云集，蜀舟

吴船必经于此。”从公元五世纪末开始修筑的荆江大堤，至宋末，基

本建成。南宋成淳末年(约公元l 27 4年)，沙市正式设官管理．民族

英雄岳飞的部属曾在此驻兵防守，沙市土城即为当年防范蒙古贵族侵

略而修筑。元天历二年(公元l 329年)，江陵县治改设沙市(下辖沙

市镇)，至明永乐二十二年(公元l 424年)迁回荆州城，历时逾95年

(此间曾一度迁往郝穴)。明代，沙市颊为繁荣．清人刘献廷所著

《广阳杂记》云： “沙市明末极盛，列巷九十九条，每行占一巷，舟

车辐辏，繁盛甲字内，即今之京师，姑苏皆不及也．”清代沙市先后

称沙市镇，沙市巡司、沙市讯，下设五里，日：一沙，二沙，三沙，

四沙，五室。甲午战争之后，l 895年4月，中日签订不平等的《马关

条约》，沙市被迫辟为通商口岸之一。民国时期，沙市仍称沙市镇或

沙市讯。l 940年至I 945午日寇侵占沙市期间，曾将沙市分设六镇。

1945午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改设民族，民生，民权三镇。1949年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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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组织扩大会，成立了鄂西中心县委和荆沙区委。1939年4月，沙市

市委成立，下设卷烟、教员、店员、人力车、码头、纱厂及机器修理

工人等六个支部。1939年底，省委央定合并沙市和江陵的地下党组

织，成立江陵中心县委。1940年5月，重建了沙市党支部。1945午10

月，成立了荆沙党支部。1946年，省委派陈克东同志来沙，主持成立

了中共沙市工作委员会。解放战争时期，沙市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十分

活跃，为迎接沙市解放做了大量的工作。

解放前，沙市工业基础薄弱。全市仅有一家8，400锭子的私营纱

厂，一家为帝国主义掠夺江汉平原资源服务的打包厂，两家私营面



粉厂和十几家手工业作坊。城市人口74，ooo多人，其中工业职工仅

1，893人，工业总产值仅l，345万元。
6

三十多年来的建设，己使沙市由一个商业小镇发展成为一座以轻

纺工业为主的新兴工业城市。到1 98 1年为止，全市己拥有纺织、印

染、橡胶、塑料、玻璃制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光学、电子、日

用、五金、家用电器．食品，制药、建筑、家俱等27 7r个工业企业。

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79个，集体所有制企业198个。工业职工9．33

万人，比1949年增长24倍，占城市人口的47．85％；工业总产值达到

152，218万元，比1949年增长118倍。1981年工业拥有资金己达10．5亿

元(固定资产5．2亿元，流动资金5．3亿元)，生产规模按总产值计

算，约占全省工业的6％。工业结构以轻纺为主。全市共有轻纺企业

21 8个，占企业总数的78．．7％；纺织工业己基本形成纺织、印染、针

织、复制、丝织、毛纺，化纤抽丝，纺织配件、纺织器材、纺织助剂

等专业配套能力，总产值约占全省纺织工业的20％。 现有棉纱锭

223，l 36锭，布机6，033台，年产棉纱40，656吨，棉布1 3，390万米，印

染布17，2 14万米。全市现有工业产品57，o种，品种3，16 1个，其中纺织

1，580种，轻工724种，化工170种，冶金、机械117种，电子64种。主

要产品有棉纱、棉布、印染布、床单、内衣、毛巾、毛线、丝织品、

无纺织条纹地毯，保温瓶、自行车、啤酒、固体饮料、洗涤剂，工艺

玻璃制品、收音机，收录机、摇臂钻床、磨床、高精度硬质合金加工机

床、408雷达、民用电表、电冰箱、洗衣机，钢木家俱、服装、塑料、

皮革制品，医药等。其中，产品产量占全省同类产品比重20％以上的

有20多种。如保温瓶占全省的7r3．2％，洗衣机占25％，收音机占2 3％

等。在1 9 7，9、1980两年全国、全省质量评比中，先后有Z3040 x 1 6型

摇臂钻床荣获国家质量金牌奖，鸳鸯牌7，309满篮香丝光印花床单和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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