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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变的历史，尤其反殃了公路交遥的发展统律，详细地叙述了公路的兴起、发展和现

状.总结了发展中的经验教训.本书资料丰富翔实，综合性强，可供史学界和有关专

业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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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7国道荆州城关路段夜景

穿越松滋东青山区的!titIE;省道回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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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最长

的公路桥

一一潜江

东荆河大

桥

松滋杨

林市桥

公铁立交

桥一→中
祥胡集大

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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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自 "*- 1四章'日 ulli 室主罪 !丑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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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段科研人员正在进行材料力学试验

总段电剧中专班学员聚精会神看电视讲座



洪湖老湾道班道班房

松滋胡家台道班道班房



出版说明

一、《湖北公路史丛书》是由跟北省公路管理焉统一组织湖北

省各地、市、外i公路部门编撰并公开出版的垃方公路专业史丛书 a

二、本丛书以辩迈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指导，

按照详今略古、注重借鉴的原则编摆。

三、本丛书主要记述湖北省公路事业兴起、发展相演变的历史

过程，并力求揭示其客现规律。由于公路的发展与古代道路有不可

分割的承继关系.故本丛书中有一定的篇幅论述古代道路的发展

及演变。

四、本丛书体裁k'l编年体为主， 1己事采用纪事本宋体，并辅以

臣、表、照i吉律制

五、丛书中出庭备历史阶段的地名时，采用地名后括注今地名

的方法表示。古地名的位置难以确定时，棕明大致方位。今t在名一

般以各地最新出版的地名志为准。

六、年代的表示方法及数字的夜用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E家

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 7 单位 1987 年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

用法的试有规定》为准。

七、除必要时使南古繁体字外，本丛书均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皖 1966 年公布的《汉字筒，比方案》中的信也字。

八、丛书中使用专业术语，古代的保留习惯秸谓，民国时期和

中华人民共和医时期以娃范中使用的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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