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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林区地名志》是一本介绍林区地名的工具书。查

阅本志，可以纵观历史，明察当今。书中有林区各类地名的现

行标准名称及读音，有林区，镇、社(场)、大队、居委会，

重要自然村(镇)、重要企事企单位、自然地理实体、主要人工

建筑物的名称含义，历史沿革和基本情况；有全区、镇、社、

(场)地名图’还有51幅照片。提供了较为全面’r准确的地名

资料。‘ 一 ，一

。‘
t

一
，

《神农架林区地名志》是在地名普查的基础上汇编的。广～

大地名普查工作人员，在林区党委、林区人民政政的领导下，

在省、地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指导下，以1；5万地形图为

基础，按国务院(1979)305号文件规定，对全区3，250平方公

里范围内实际管辖地2，974平方公里的2，000多条地名，逐个

进行了核实。把应更改的地名作了适当的更名，对无名和需

要命名的地方进行了命名。基本做到了地名含义健康、读音正

确、书写规范，在规定范围内不出现重名。
‘

‘

奴神农架林区地名志》比较系统的介绍了我区现行地名的

自然地理和经济概况以及地名莳成名规律。它是国防、外事、文’

教、科技、邮电、交通、旅游等部门必不可少的现代地名工具书。

为了便于使用本志，特作如下说明。．

一、本志共辑纳了各类地名2，074,条，是林区人民政府根

据国务院国发(1979)305号文件精神审定的。各部门使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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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名时，应以此为准。如有特殊原因确需更改和增加地名，

必须履行审批手续，方为有效。’

二，本志的编排l行政区划，居民点名称以公社、镇(场)

为单位，先列公社驻地及所在大队，其余大队、自然村，依公

社地名图从上至下、从左至右，顺序编排。其它地名，则分类

序列。行政隶属关系以不同括号排印。对不易理解和有特殊意

义的地名，均附有简要文字说明。

三，地名的汉语拼音，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国家测绘

总局公布的((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拼写。

四、本志使用的各种数字，系地名普查时的概数。

．五，本志中所列海拔高程，采用1956年黄海高程。

六、地名图中的行政区划界线，均未进行勘测，不作为划

界依据。·： ．

七，1970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神农架林区，行政区划相

当于县级。林区所属的下谷坪(公社)、二荒坪(片)分别暂

由巴东县。房县代管，其各类地名暂未列入本志。 ：

，八，本志中的方言用字有。 “蝙"(BiSn)系横过山腰

的险径，，“螭"(tijng)系平缓浅洼山地； “场"、“坪黟，

“坝黟系平坦开阔的山间平地， “槽∥，“峪"系两山之间的

长各地， “垭"视不同情况，有山口也有山的通名含义。

九、本志中所述面积(指平方公里)，各类地名相互间的

距离(不包括公社驻地至区、地区、省行政机关驻地的里程及公

路、河流、沟谷长度>，均按地图平面计算，与实地情况有别。

神农架林区地名领导小组办公宣

’一九／k-_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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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林‘区概．况

- 神农架林区位子鄂西北，郧阳地区南部．西与囱j{l省巫

山、巫溪县相邻，北接竹山，房县，东连保康县，南濒兴山，

巴东县。地理座标跨北纬310157"-'31。577，东径109056",N

11'0。587。林区人民政府驻松香坪。距省会武汉市分别为694

公里(从十堰市方向)，712公里(从兴山县方向：}，611公

里(从保康县方向)，距郧阳地区驻地十堰市215公里。 、

， 神农架林区总面积3，250平方公里(即4，875，000亩)，

辖七社、两场，一镇，一片，即；阳日，新华，盘水、宋洛，

板仓、红花，下谷公社，田家山药材场，九湖特产场，松柏

镇，二荒坪片。限于交通不便下谷公社221平方公里(即

831，500亩)由巴东县代管，二荒坪55平方公里(即82，500

亩)由房县代管。代管区域除外，全区有99个大队，423个生

产队，886个自然村，2个自然镇，2个居委会和相当于公社

级别的国营林场4个，基建队9个。有耕地面积123，411亩(水田

2，680亩，平地28，550亩，坡地92，181亩)。林地面积395·8万

亩。其中有林面积242·8万亩(自然用材林241·6万亩，经济林1·2

万亩)，疏林面积32·6万亩，宜林荒山61·6万亩，灌丛林

58·8万亩。水产养殖95·6亩。其它面积289，989亩，森林覆

盖率68·5％。全区有11，428户，65，004人，其中商品粮户

1，881户，14，053人，农业户9，547户，50，951人，有回族108

人，土家族23入，藏族2入，满族3入，壮族4入，华籍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本人1人，其余均属汉族。 ．

。

神农架林区南有长江，北有汉水，为我省境内长江和汉水 ：

的分水岭，地势西高东低，西南部为高山区，东北部为低山区，

沿河地带多为冲积平坝谷地。如阳日湾、松香坪，盘水河，宋 ；

洛河、红花坪、木鱼坪等。而海拔较高的大九湖系林区较大的

山间凹陷沉积盆地，田家山等地为深山河谷台地。林区山岭缓
’

宽之处，大部辟为农田，山岭之间，田园交错，村落散布。神 i

农架山体属秦岭山系大巴山东段，西起高脚岩(东径110。067)

东止棺材头(110。56 7)与荆山山脉相连。在地质构造上属杨

子准地台，神农架——黄陵台隆。主蜂神农顶，昔日神农架无

名峰。海拔3，105·4米，雄踞华中，崔嵬入云，堪称“华中屋

脊”，并有“华中第一峰，，之称。此外，海拔3，000米以上的
’

山峰还有大，小神农架，金猴岭，杉木尖。海拔2，900米左右 ：

的山峰有望农亭，箭竹岭，猴子石，天葱岭、麂子山等。海拔 ；

2，500米以上的山峰有风景垭，南天门，刘享寨，八王寨等二 ；

十余座。整个山体平均海拔在l，700米以上，都由西向东倾 ；

斜，东坡较缓，一般坡度在30A一50度之间。地势高差悬殊，气 ：

候相应各异，一东北面阳El公社的鱼头河海拔420米，与神农顶

相比，海拔相差2，685·4米。地形名称多为山，岭、岗、岩、

洼、坡、包、架、垭，湾，沟，坪、嫡、槽，以地貌、方位。

出产、遗址、姓氏和传说而得名。山势磅礴，层峦迭嶂，林海

茫茫，云雨多变，沟壑幽深，蕴藏富饶，特产著名，是我省重

要的林业基地和自然保护区。
’ 7

神农架林区气候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受亚热带季风环流控

制，一般温暖多雨，但高山、中山、低山气候不同，低山区的 ，

阳日湾(海拔460米)，中山区的松香坪(海拔935米)，高 ；。

2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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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的大九湖(海拔1，700米)气候差异很大。以上三个区域

年平均气温分别为13．8。C，12．2。C；7．4 oC。一月均温1．6℃1

0．7 oC，一4．9 oC I极端低温一8．56C，一17．7 oC，，一2l℃。

七月均温26．5。Cj 23。C，18．5。C，极端高温38．5℃，36．4。Cj

34．5℃。年降水量761．4毫米’933·7毫米；1，529毫米；全年

雨水多集中在七、八，九月。年平均相对湿度73—75％。初霜

期从10月底开始，次年3月底至4月下旬结束。无霜期241天、

227天、144天。9月底到次年4月为冰霜期。林区复杂的气候，

是随着海拔高低不同而发生相应变化的，海拔每上升100米，

季节相差3__4天，因此，海拔460米的阳日湾等低山区，由

于水气运送条件差，成云致雨机会较少，属半湿润气候，怕春

干、伏旱。海拔935米的松香坪等中山区，雨水适中，旱涝少

见，属湿润气候。海拔1700米以上的大九湖等高山区，雨水多

而强度大，是我区的多雨地带，喜干怕涝，属潮湿气候。因地

方特点不同都曾发生过旱、涝、低温、冰雹、风暴、也有兽害、

虫灾等危害农业、林业及多种经营生产。 、 ：
‘

神农架林区山地辽阔，山峦起伏，多高山台地和“V"、形

深切峡谷。水系发育，多呈不对称的树枝状。西南面的大界岭

小界岭是沿渡河的发源地，经巴东县入长江。南面的当阳河，

九冲河及东南面的龙口河，经兴山县香溪河汇入长江。西北面

的落羊河，阴峪河流经堵河注入汉水。东面的南河流量最大，

平均流量20．4米3／秒，也注入汉水，但流程仅8公里。神农架

境内的河溪多源于降水和地下水流补给。水体晶鳖明澈，雨季

流量突增，流速加剧，河水浑浊，虽无水运之利，但河流落差

大，水电蕴藏量丰富，约有20万珏，河谷地带还可引水灌田。神

农架不仅山体高大，气势雄伟，同时，又位于我国南北和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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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区系的过渡区域，成为我国多种动植物交叉地带，动植物

资源丰富，被人们誉为“绿色宝库，，和“天然动物园"。
， 根据动植物专家考察统计，植物有2，000种左右，动物有

570多种，不仅有亚热带成分，也有热带和暖温带成分，还有

本地特有的和古老种属，体现了林区动植物的丰富性和特殊

性。再由于植被分布受气候、土壤等条件变化规律的制约，所

以植被结构相应地具有明显的垂直变化特征：在海拔千米以下

主要有栓皮栎(花栎树)油桐，杜仲、漆树、马尾松、紫杉、

棕榈、核桃、柿树等林木。海拔l，000一1，700米左右是泡桐、 。

栓皮栎，茅栗、化香和粉背栎，蚊母树、思氏树为主的落叶阔 ’

叶和常绿阔叶林带，经济树种以核桃为主。海拔1，700米一2，200

米，是以华山松、锐齿栎，山毛榉等为主的亮针叶、落叶阔叶
‘

林带。经济树种以漆树为主。海拔2，200米以上是冷杉为主的

暗针叶林及箭竹。还有樟、楠、柏、紫茎，黄杨、青檀等质坚

珍贵树种。被称为古老孑遗树种的珙桐、香果树、连香树、水

青树，梭罗、鹅掌楸、领春木，红豆杉等也在这里生长。林区

还有各种奇花异草和稀有而名贵的观尝植物：如报春花、荷兰，

菊，高山杜鹃、盛敦草、叶上珠和原生腊梅等。药用植物达

l，300多种，有大叶三七、天麻、贝母、灵芝菌、银耳、金衩

等名贵药材，有抗癌疗效高的粗榧、三尖杉、蟹甲等特殊用

药，还有人工种植的黄芪，党参、当归，黄莲、丹皮，独活等

大宗药材，至于珍贵药草头顶一颗珠、江边一碗水、七叶一枝

花、九死还阳草等深山可见。 一 “

在五百七十多种动物中，受国家保护的珍贵稀有动物就有

二十多种，除豺、狼、熊、狐、豹、野猪、豪猪外，稀有珍贵

者有；金丝猴、毛冠鹿，苏门羚、金钱豹、云豹、驴头狼、小 t

·

， ＼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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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猫，神农鼯鼠、短嘴金丝燕等。特别还有各种白变动物。

如：白熊、白金丝猴、白獐、白麂，白蛇、白羚等。神农架巳

向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动物园提供了一些珍禽异兽。此外，

由于“野人"传闻已久，目前这里成为破谜考察之地。 ．·

林区还有许多具有经济意义的植物。如木本油料：毛莱，

漆籽、核桃、桐仔、松籽，橡胶原料；猫儿屎，橡碗，香料。

兰类花卉，香柏、野菊，木本糖料j糖槭树，造纸原料。箭竹

(蕴藏量约350多万吨)等。果类有中华弥猴桃、桃、李、

柿，梨、苹果，核桃、山葡萄等。林区还有丰富的地下宝藏，

据勘测有磷，硫、铁，铜、钒，铅锌，鼬、水晶、石棉，油

石、石煤等二十几种，储藏量待进一步探明。 ’一

。’ 神农架林区因神农架山峰而得名，是个带有神话色彩的地

方。((兴山志))云：。老君山其最高处日神龙架，悬崖削立，林

木蒙茸，人迹罕至"。相传上古时代神农氏在这里遍尝百草，

为民除病。《淮南子》记述；他“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一日而迂七十毒”。李时珍《本草纲目》说：。神农氏出，始尝

草别谷，以教民耕藐，又尝草别药，，以救民疾天’’。这里有百

草冲、百草坪、百草坝、百草垭等古地名。由于山高路险，有

珍贵药草生在高峰绝壁之上，他就伐木搭架而上，采得药草，

救活百姓，相传神龙氏即神农氏，这就是神农架得名的由来。

神农架是一个天然博物馆和活的标本库，林木葱笼，藤萝

缠绕，绿荫蔽日、鸟鸣婉啭，芳草萋萋，山花争艳，在这绿色

迷宫里，珍禽异兽栖息繁衍，洞天仙境飞泉挂瀑，奇峰怪石绰

约多姿。林区主要有十八景： “千年古杉"(小当阳)、 “飞

鸽展翅"(珙桐林)，“高山盆地"(大九湖)、“龙泉飞瀑"

(龙洞子)，“天门云海’’(天门垭)“金燕戏洞”(燕子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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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峰剑"(南天门)、“犀牛望月"(月亮洞)、“腊梅傲

雪’’(红岩岭)、“阴峪大鲵"，(阴峪河)、矗盛夏冰宫"(冰冻

山)r，“洞天塔群"(山宝洞)、“仙女送郎"(送郎山)、“天

桥飞渡力(天生桥)、“神农绝顶”(神农顶)、“石林云雨’’

(风景垭)、“梭罗雄姿’’(三里荒)、“红坪画廊"(红坪)，

深为科考工作者和旅游者所赞赏。

神农架林区原属房县，兴山、+巴东三县管辖。1959年设开

发神农架指挥部，由兴山县、房县分途进军筑路，苦战八年后

于1966年会合通车。1970年5月国务院批准建立相当于县级

的行政区域，因限于交通阻塞，巴东县划来的下谷、石磨、板

桥，房县划来的二荒坪仍由原县代辖，尚待接管。

’林区乃房县、兴山县、巴东县的边缘地区合并而成、秦汉

属汉中郡房陵州(房县部分)南郡归州(兴山部分)，南郡巫

县(巴东部分一《巴东县志))载。 “禹贡荆州之域，周为夔

子国地，后入楚、秦始郡县，为巫县地，隶南郡”)，明朝先

属襄阳府房县，成化十二年置郧阳府，属郧阳府房县，宜昌府

兴山县，巴东县、清代不变，，民国改府为专区，解放后先称专

区，后称地区，除巴东县归恩施地区所辖外，其属沿袭。1970

年成立林区后，先属宜昌地区、后为省直辖，现归郧阳地区所

管。神农架有悠久的开发史，清代《房县志))载：送郎山有张

良隐居遗址张公院，唐中宗李显公元684年贬为庐陵王，此处

是其辖地，后传薛刚反唐(实际反武氏周朝)，屯兵大九湖，

今遗址尚存。明清为荆楚要隘，也是川鄂古盐道之一。从现存

碑石来看，多属于明清时期，就说明明，清时代此地才有大的

开发。明末李自成部的小闯王李来亨曾在此转战抗清。清代

“白莲教万领袖樊人杰在此深山转战，曾在马鬃岭杀死湖北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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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全保所部清军总兵官王懋尝等十四名将官。樊人杰曾与清军

参赞德楞泰在此激战，樊人杰阵亡。如闪开寨，人洞子，骷髅

洞，杀人湾、溃莲坪(1ip马鹿坪)都是因白连教农民起义军胜

利或失败而取的地名。明清时的统治阶级为了镇压农民起义，

在此遍设塘沉(f6n)(UP峭所)和修筑寨堡。清朝《房县志>)

云： “国朝各路设塘，各塘戍兵，棋布星罗，控扼视他郡为

多，，盖以险阻穷僻，易于藏奸，难于盘察，非所以柔远而和

民也修。在林区设塘的有麻湾，薄磨坪，弯腰树、举人坪，猫

几观、烟墩垭、狮子垭等。清军据险立寨的有刘享寨、将军

寨，大寨，九龙寨，南天门寨等寨堡，地名沿用至今。

?：神农架林区具有光荣的革命历史。大革命时期，1931年贺

龙率红军挺进鄂西北，由柳直苟，汤慕禹等同志领导开辟游击

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在林区建立了房县苏维埃南山区区政

府，有游击队，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与反动会道门，国民党地

方武装战斗。建立了古水，阳日，清泉、梨子坪，盘水、松香

坪，八卦庙，袁杜坪(即新坪)，大树坪、九家刨等十个乡苏

维埃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中原突围时，王树声同志

等率部至此，曾在宋洛公社莲花观大歼敌军。鄂西北地委书

记张谦光，某团秘书赵仰之等同志在龙口河畔壮烈牺牲，1964

年集忠骨于新华公社樟树坪，立碑志念。我党我军由红军、新

． 四军，解放军一直曾在此地秣马厉兵，坚持斗争，直至全国解

放。
，

神农架林区实行“以林为主，林农牧相结合，综合利用．

全面发展芦的建设方针，除公社、镇、场等行政建制外，林区

政府还下辖红坪、木鱼，酒壶、红花朵四个林场和九个基建队

等，还建立了一批轻工企业。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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