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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志是由国家水利部组织编写的中国大江河志的--'I"

重要组成部分。

本志以江河为对象，以珠江治理、柑t-,'f-llL,t"J用为
中心，运用志、述、记、图、，表，录、照片等形式，简要

记述了珠江流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河流水系情况，着重

记述了建国以来珠江流城内的治理开发基础工作、工程建

设、水政管理，并兼及珠江流域内有关的社会经济，人文

等。

本志资料丰富，翔实可靠，融科学性，思想性、资料

性为一体，是一部全面了解、研究珠江，治理珠江，开发

珠江水资源的河流专志。

本志共分五卷、二十一篇，另有概述、大事记等，并

配有彩图，可供各级领导决策参考，并可供水利水电、历

史、地理、政策研究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

参考使用．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刘兆伦
“’

副主任：薛建枫黎献勇李家平李云鹏程瑞琮林颖夫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礼育王治远王裕年邓锦荣石清泉刘方玉许文妫一，、

光耀华汪启华李永寿李锡源何焯霞苏为典陈文彪1’

陈周棠郑厚法范锦春林启祥I张寅I唐忠延袁金炼 ”

徐君亮董德化潘-析潘树荣樊西宁
。’ h。～一

。

《珠江志》总纂人员

审定：刘兆伦薛建枫

总编；王治远

副总编：袁金炼

总纂组：黎献勇 王治远袁金炼李锡源张大雄林启祥张宇明

温俊敏



《珠江志》编纂委员会

主任：刘兆伦
“’

副主任：薛建枫黎献勇李家平李云鹏程瑞琮林颖夫

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礼育王治远王裕年邓锦荣石清泉刘方玉许文妫一，、

光耀华汪启华李永寿李锡源何焯霞苏为典陈文彪1’

陈周棠郑厚法范锦春林启祥I张寅I唐忠延袁金炼 ”

徐君亮董德化潘-析潘树荣樊西宁
。’ h。～一

。

《珠江志》总纂人员

审定：刘兆伦薛建枫

总编；王治远

副总编：袁金炼

总纂组：黎献勇 王治远袁金炼李锡源张大雄林启祥张宇明

温俊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卷：：、编撰人员‘{。．

述

记 ， ∥。

篇主编：石清泉

篇主编：石清泉

篇主编：许文妫

篇主编：石清泉

篇主编：黎献勇

图：刘因力

主编：黎献勇

撰稿：

撰稿：

撰稿：

撰稿：

撰稿：

撰稿：

撰稿：

黎献勇

林朱栋

刘秉湛

王治远。

林启祥

刘秉湛 ：々。，围圈姜清霖
刘秉湛

林启祥喻月兰刘建业吴泽荣



序

，‘ q ’，： ， ¨_
“

．
．

4

‘珠江志>是一部新型江河专志，它运用新方志的体例，全面记述球江流域的自然地

理环境j水资源、各江河水系特征及其变迁，着重记述了建国以来珠江流域综合治理开

发的基础工作、工程建设、水政管理的历史和现状，兼及与之有关的社会经济，人文、胜

迹等。它的编纂出版，为人们了解、认识、研究球江，进·步全面综合治理开发珠江提供

了科学的基本资料，冀能起到存史、资治、教化的作用，为珠江流域社会主义四个现代

化建设服务。 J_。 ‘，

珠江是我国七大江河之一，是我国南方的最大河流，跨越滇、黔，桂、粤及湘、赣

部分省(区)。它背靠五岭，面临南海，处于我国南陲的亚热带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年

均降雨量与单位面积产水量为各大流域之冠，年均径流量和水能资源分别居各大江河的

第二和第三位。自古以来，球江各族人民一直受到珠江及其众多支流的哺育，共同创造了

珠江流域的璀灿文明史。然而流域内地形、地貌复杂，差异性大，降雨量在时间、空间分

布极不均衡，80％集中在汛期4～9月；流域西部上中游地区雨少，旱患频繁，而汛期则

有暴雨山洪为害，水土流失严重；东部干支流沿岸和下游及三角洲地区，汛期洪、涝灾

害频仍，而枯水期亦患旱，沿海地带兼受台风暴潮影响，水患尤烈。千百年来，水、旱灾

害曾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珠江治理开发存在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

珠江治水历史悠久，史载始自秦代在统一岭南过程中开凿灵渠，沟通珠江、长江水

系，从此开拓了泰江水利和流域经济发展史。2000多年来兴修水利与社会经济发展戚戚

相关，成为历代安邦治国的大事。

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领导下，流域内各省(区)、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

各族人民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对江河实行综合治理开发利用，兴利除害，取得了

有史以来的重大业绩。全流域修建了大批江海堤防、闸坝、塘库、灌区、机电排灌、河道

整治、水土保持、水力发电等工程和设施，这些工程设施发挥着巨大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提高了主要江河御洪能力，使一般洪水得到有效控制，发展了农田灌

溉，灌溉面积比建国前扩大了3倍；a／4的易涝面积和2／5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治理；

初步解决了边远山区和沿海地区人畜食用水困难；为城镇居民生活和工业用水提供了可

靠的水源，为广大农村和城镇工业生产实现电气化提供了电源}干支流水运货运量占全

国1／5；结合围垦滩涂整治出海口门，既保障泄洪通畅又垦出大片工农业用地。上述水利

工程的综合效益，促进了农业生产持续增长，成为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在

国民经济发展的第六和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这些水利工程为全流域工农业总产值实现

了翻两番发挥了重大作用。实践证明，水利不仅是农业的命脉，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命

脉，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然而，在水利建设发展过程中，是经历了艰难曲

折的，工作上也出现过失误、走过弯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不断

增长和对灾害的防治提出更高要求的形势下，当前流域治理开发的现状仍存在相当大的



差距。‘珠江志》对水利建设各阶段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经验、教训和问题，实事求是地

作了较翔实的记述，基本反映了规律、彰明了因果。

盛世修志是我国的优良传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文

化、教育等各方面都进入了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是修志的大好时机。江河、水利志的编

纂在全国开展的地方志编修工作热潮中应运而生。在水利部领导和统一部署下，1984年春

成立以珠江水利委员会为主，有流域内各省、区水电厅和有关部门参加的《珠江志》编

纂委员会，球江水利委员会把修志工作作为总结建国以来水利建设经验的一件大事来抓，

列入计划，加强领导。我自1950年即从事珠江治水工作，亲身经历了建国以来各个时期的

水利实践，特别是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79年我负责重新组建和主持珠江水利委

员会，1985年退任顾问后仍参与工作，这12年问的实践经验更是丰富，并有幸主持、参

加了《珠江志)编纂的全过程，历时八载，在各方大力支持和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下，终

于完成全志书的总纂、定稿工作。忆往昔，岁月峥嵘，看今后，任重道远。古稀之年，感

受珠深，故为之序。 j

。

刘兆伦

1991年9月



凡+ 例

一、本志是中国江河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珠江为对象，以珠江治理和水资源开发

利用为中心，全面记述珠江流域地理环境、河流特征、水资源、流域治理开发的历史和

现状，兼及有关的社会经济、人文等内容的江河专志。

二、本志按照。统合古今，详今略古”和。存真求实”的原则，突出反映珠江自然

和水利事业的特点，着重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珠江治理开发的成就。

三、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传、图、表，录、照片等。卷首设概述、大事记。

概述为全志之纲，述中有议，大事记为全志之经，以编年体为主，兼用记事本末体。

四、本志的篇目，采取横排门类，纵述始末的编排，设卷、篇、章、节，节以下的

层次，用数字序号表示。附录分门类附于各篇篇末。

五、本志除引文外，一律使用语体文、记述体。

六、本志记事时间，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为阐明历史的演变过程，必要时追溯到有

资料可考的事物发端。下限一般断至1985年。重大的或连贯性强的事，根据需要延至1985

年以后。概述、大事记下限延至1990年。

七、本志记事范围，除注明的外，均为珠江流域国内范围。对香港、澳门地区，列专

节简要记述。

八，本志文字采用1964年国务院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的简化汉字。标点符号执行

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的规

定。

九、本志数字的写法，按1987年1月1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部门联合公布

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本志计量单位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记述历史事件时，仍照实按历

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记载。

十一、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用历史朝代年号，加注公元纪年。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用公元纪年。公元前及公元1000年以内的纪年冠以。公元前”或

。公元”字样，公元1000年以后者不加，凡未说明世纪的年代，均指20世纪的年代。

十二、本志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建国前、后。对建国后才

解放的地区，必要时简称解放前、后。

十三、本志中建制、机构和地名，以记事年代的为准。古今地名不同的，加注今名。

十四、本志首次出现的名称均用全称，名称过长需简化者，第一次出现时加注简称，

再次出现时可使用简称。志中简称为。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称为县委、地委、省委

的，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组织。

十五、本志除注明的外，高程均采用珠江基面。／、J
十六、本志在编写过程中广采博取资料，资料主要来源为档案、正式出版物、国家 Y

厂



机关正式文件、向现场或当事人采录。所有使用的资料都经过审查核实，力求翔实可靠。

为便于阅读，一般不用引文，在确需直接引用原文时，一般注明出处，以便查考。原文如

有错字，改正之字置于[]内，漏字增补于“( )内，残缺字用口填充．



序

凡例

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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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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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地质勘察

第八篇测绘

第九篇科学试验研究

第三卷

第十篇流域规划

第十一篇防洪、排水

第十二篇珠江三角洲整治

第十三篇水土保持

第四卷

第十四篇灌溉

第十五篇供水

第十六篇水力发电

第十七篇航运

第十八篇水产

总 目 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育

物



第一卷目录

{氍述⋯⋯⋯⋯⋯⋯⋯⋯⋯⋯⋯⋯⋯⋯⋯⋯⋯⋯⋯⋯⋯⋯⋯⋯⋯⋯⋯⋯⋯⋯⋯⋯⋯1

大事记 ⋯⋯⋯⋯⋯⋯⋯⋯⋯⋯⋯⋯⋯⋯⋯⋯⋯⋯⋯⋯⋯⋯⋯⋯⋯⋯⋯⋯⋯⋯⋯⋯15

第一篇珠江水系⋯⋯⋯⋯⋯⋯⋯⋯⋯⋯⋯⋯⋯⋯⋯⋯⋯⋯⋯⋯⋯⋯⋯⋯⋯⋯⋯⋯103

第一章西江水系⋯⋯⋯⋯⋯⋯⋯⋯⋯⋯⋯⋯⋯⋯⋯⋯⋯⋯⋯⋯⋯⋯⋯⋯⋯⋯⋯105

第一节珠江源⋯⋯⋯⋯⋯⋯⋯⋯⋯⋯⋯⋯⋯⋯⋯⋯⋯⋯⋯⋯⋯⋯⋯⋯⋯⋯⋯105

第二节 河道演变⋯⋯⋯⋯⋯⋯⋯⋯⋯⋯⋯⋯⋯⋯⋯⋯⋯⋯⋯⋯⋯⋯⋯⋯⋯⋯108

第三节．干流⋯⋯⋯⋯⋯⋯⋯⋯⋯⋯⋯⋯⋯⋯⋯⋯⋯⋯⋯⋯⋯⋯⋯⋯⋯⋯⋯⋯109

，第四节 支流⋯⋯⋯⋯⋯⋯⋯⋯⋯⋯⋯⋯⋯⋯⋯⋯⋯⋯⋯⋯⋯⋯⋯”·Oo⋯⋯⋯112

第五节 高原湖泊⋯⋯⋯⋯⋯⋯⋯⋯⋯⋯⋯⋯⋯⋯⋯⋯⋯⋯⋯⋯⋯⋯⋯⋯⋯⋯118

第六节 古运河⋯⋯⋯⋯⋯⋯⋯⋯⋯⋯⋯⋯⋯⋯⋯⋯⋯⋯⋯⋯⋯⋯⋯⋯⋯⋯⋯121

第二章北江水系⋯⋯⋯⋯⋯⋯⋯⋯⋯⋯⋯⋯⋯⋯⋯⋯⋯⋯⋯⋯⋯⋯⋯⋯⋯⋯⋯124

第一节 河道演变⋯⋯⋯⋯⋯⋯⋯⋯⋯⋯⋯⋯⋯⋯⋯⋯⋯⋯⋯⋯⋯⋯⋯⋯⋯⋯124

第二节 干流⋯⋯⋯⋯⋯⋯⋯⋯⋯⋯⋯⋯⋯⋯⋯⋯⋯⋯⋯⋯⋯⋯⋯⋯⋯⋯⋯⋯125

第三节支流⋯⋯⋯⋯⋯⋯⋯⋯⋯⋯⋯⋯⋯⋯⋯⋯⋯⋯⋯⋯⋯⋯⋯⋯⋯⋯⋯⋯126

第三章东江水系⋯⋯⋯⋯⋯⋯⋯⋯⋯⋯⋯⋯⋯⋯⋯⋯⋯⋯⋯⋯⋯⋯⋯⋯⋯⋯⋯129

第一节河道演变⋯⋯⋯⋯⋯⋯⋯⋯⋯⋯⋯⋯⋯⋯⋯⋯⋯⋯⋯⋯⋯⋯⋯⋯⋯⋯129

第二节 干流⋯⋯⋯⋯⋯⋯⋯⋯⋯⋯⋯⋯⋯⋯⋯⋯⋯⋯⋯⋯⋯⋯⋯⋯⋯⋯⋯⋯130

第三节 支流⋯⋯⋯⋯⋯⋯⋯⋯⋯⋯⋯⋯⋯⋯⋯⋯⋯⋯⋯⋯⋯⋯⋯⋯⋯⋯⋯⋯130

第四章珠江三角洲水系⋯⋯⋯⋯⋯⋯⋯⋯⋯⋯⋯⋯⋯⋯⋯⋯⋯⋯⋯⋯⋯⋯⋯⋯133

第一节 瘁江三角洲的演变⋯⋯⋯⋯⋯⋯⋯⋯⋯⋯⋯⋯⋯⋯⋯⋯⋯⋯⋯⋯⋯⋯134

第二节 西北江三角洲⋯⋯⋯⋯⋯⋯⋯⋯⋯⋯⋯⋯⋯⋯⋯⋯⋯⋯⋯⋯⋯⋯⋯⋯136

第三节东江三角洲⋯⋯⋯⋯⋯⋯⋯⋯⋯⋯⋯⋯⋯⋯⋯⋯⋯⋯⋯⋯⋯⋯⋯⋯⋯137

第四节 入注三角洲主要河流⋯⋯⋯⋯⋯⋯⋯⋯⋯⋯⋯⋯⋯⋯⋯⋯⋯⋯⋯⋯⋯137

第五节 出海口门⋯⋯⋯⋯⋯⋯⋯⋯⋯⋯⋯⋯⋯⋯⋯⋯⋯⋯⋯⋯⋯⋯⋯⋯⋯⋯140

第二篇自然地理环境⋯⋯⋯⋯⋯⋯⋯⋯⋯⋯⋯⋯⋯⋯⋯⋯⋯⋯⋯⋯⋯⋯⋯⋯⋯⋯143

第一章地貌、地质⋯⋯⋯⋯⋯⋯⋯⋯⋯⋯⋯⋯⋯⋯⋯⋯⋯⋯⋯⋯⋯⋯⋯⋯⋯⋯145

第一节 地貌⋯⋯⋯⋯⋯⋯⋯⋯⋯⋯⋯⋯⋯⋯⋯⋯⋯⋯⋯⋯⋯⋯⋯⋯⋯⋯⋯⋯145

第二节 地质⋯⋯⋯⋯⋯⋯⋯⋯⋯⋯⋯⋯⋯⋯⋯⋯⋯⋯⋯⋯⋯⋯⋯⋯⋯⋯⋯⋯153

第二章气候、水文⋯⋯⋯⋯⋯⋯⋯⋯⋯⋯⋯⋯⋯⋯⋯⋯⋯⋯⋯⋯⋯⋯⋯⋯⋯⋯161

第一节 气候特征⋯⋯⋯⋯⋯⋯⋯⋯⋯⋯⋯⋯⋯⋯⋯⋯⋯⋯⋯⋯O·O ODO OOO Ooo⋯⋯161

第二节 水文特征⋯⋯⋯⋯⋯⋯⋯⋯⋯⋯⋯⋯⋯⋯⋯⋯⋯⋯⋯⋯⋯⋯⋯⋯⋯⋯162

第三章土壤、植被、动物⋯⋯⋯⋯⋯⋯⋯⋯⋯⋯⋯⋯⋯⋯⋯⋯⋯⋯⋯⋯⋯⋯⋯167

第一节 土壤⋯⋯⋯⋯⋯⋯⋯⋯⋯⋯⋯⋯⋯⋯⋯⋯⋯⋯⋯⋯⋯⋯⋯⋯⋯⋯⋯⋯167

3

¨

o}i●l，●II■■■■■■●■●■，



第二节植被⋯⋯⋯⋯⋯⋯⋯⋯⋯⋯⋯⋯⋯⋯⋯⋯⋯⋯⋯⋯⋯⋯⋯⋯⋯⋯⋯⋯169

第三节 动物⋯·⋯⋯⋯⋯⋯⋯⋯⋯⋯⋯⋯⋯⋯⋯⋯⋯⋯⋯⋯⋯⋯⋯⋯⋯⋯⋯“172

第三篇水资源⋯⋯⋯⋯⋯⋯⋯⋯⋯⋯⋯⋯⋯⋯⋯⋯⋯⋯⋯⋯⋯⋯⋯⋯⋯⋯⋯⋯⋯175

第一章水资源量⋯⋯⋯⋯⋯⋯⋯⋯⋯⋯⋯⋯⋯⋯⋯⋯⋯⋯⋯⋯⋯⋯⋯⋯⋯⋯⋯177

第一节水资源总量⋯⋯⋯⋯⋯⋯⋯⋯⋯⋯⋯⋯⋯⋯⋯⋯⋯⋯⋯⋯⋯⋯⋯⋯⋯177

．第二节 地表水⋯⋯⋯⋯⋯⋯⋯⋯⋯⋯⋯⋯⋯⋯⋯⋯⋯⋯⋯⋯⋯⋯⋯⋯⋯⋯”179
第三节 地下水⋯⋯⋯⋯⋯⋯⋯⋯⋯⋯⋯⋯⋯⋯⋯⋯⋯⋯⋯⋯⋯⋯⋯⋯⋯⋯⋯183

’第二章水质⋯⋯⋯⋯⋯⋯⋯⋯⋯⋯⋯⋯⋯⋯⋯⋯⋯⋯⋯⋯⋯⋯⋯⋯⋯⋯⋯⋯⋯186

第一节 水质监测⋯⋯⋯⋯⋯⋯⋯⋯⋯⋯⋯⋯⋯⋯⋯⋯⋯⋯⋯⋯⋯⋯⋯⋯⋯⋯186

第二节t水质变化⋯⋯⋯⋯⋯⋯⋯⋯⋯⋯⋯⋯⋯⋯⋯⋯⋯⋯⋯⋯⋯一⋯⋯⋯⋯·186

第三节水源保护⋯⋯⋯⋯⋯⋯⋯⋯⋯⋯⋯⋯⋯⋯⋯⋯⋯⋯⋯⋯⋯⋯⋯⋯⋯⋯192

第三章水力资源⋯⋯⋯⋯⋯⋯⋯⋯⋯⋯⋯⋯⋯⋯⋯⋯⋯⋯⋯⋯⋯⋯⋯⋯⋯⋯⋯197

第一节r水力资源勘查⋯⋯⋯⋯⋯⋯⋯⋯⋯⋯⋯⋯⋯⋯⋯⋯⋯⋯⋯⋯⋯⋯⋯⋯197

第二节 水力资源分布及特点⋯⋯⋯⋯⋯⋯⋯⋯⋯⋯⋯⋯⋯⋯⋯⋯⋯⋯⋯⋯⋯197

第四篇自然灾害⋯⋯⋯⋯⋯⋯⋯ogo 000 ooo ooI⋯⋯⋯⋯⋯⋯⋯⋯⋯⋯⋯⋯⋯⋯⋯⋯⋯201

第一章水灾⋯⋯⋯⋯⋯⋯⋯⋯⋯⋯⋯⋯⋯⋯⋯⋯⋯⋯⋯⋯⋯⋯⋯⋯⋯⋯⋯⋯⋯204

第一节洪水灾害⋯⋯⋯⋯⋯⋯⋯⋯⋯⋯⋯⋯⋯⋯⋯⋯⋯⋯⋯⋯⋯⋯⋯⋯⋯⋯204

第二节 涝、渍灾害⋯⋯⋯⋯⋯⋯⋯⋯⋯⋯⋯⋯⋯⋯⋯⋯⋯⋯⋯⋯⋯⋯⋯⋯⋯215

第二章旱灾⋯⋯⋯⋯⋯⋯⋯⋯⋯⋯⋯⋯⋯⋯⋯⋯⋯⋯⋯⋯⋯⋯⋯⋯⋯⋯⋯⋯⋯217

第一节 旱灾成因和灾区分布⋯⋯⋯⋯⋯⋯⋯⋯⋯⋯⋯⋯⋯⋯⋯⋯⋯⋯⋯⋯⋯217

， 第二节 严重旱灾年概况⋯⋯⋯⋯⋯⋯⋯⋯⋯⋯⋯⋯⋯⋯⋯⋯⋯⋯⋯⋯⋯⋯⋯219

．第三章其它灾害⋯⋯⋯⋯⋯⋯⋯⋯⋯⋯⋯⋯⋯⋯⋯⋯⋯⋯⋯⋯⋯⋯⋯⋯⋯⋯⋯221

第一节 风灾⋯⋯⋯⋯⋯⋯⋯⋯⋯⋯⋯⋯⋯⋯⋯⋯⋯⋯⋯⋯⋯⋯⋯⋯⋯⋯⋯⋯221

第二节·成潮灾害⋯⋯⋯⋯⋯⋯⋯⋯⋯⋯⋯⋯⋯⋯⋯⋯⋯⋯⋯⋯⋯⋯⋯⋯⋯⋯222

第三节 地震灾害⋯⋯⋯⋯⋯⋯⋯⋯⋯⋯⋯⋯⋯⋯⋯⋯⋯⋯⋯⋯⋯⋯⋯⋯⋯⋯222

第四节血吸虫病害⋯⋯⋯⋯⋯⋯⋯⋯⋯⋯⋯⋯⋯⋯⋯⋯⋯⋯⋯⋯⋯⋯⋯⋯⋯225

第五篇社会经济⋯⋯⋯⋯⋯⋯⋯⋯⋯⋯⋯⋯⋯⋯⋯⋯⋯⋯⋯⋯⋯⋯⋯⋯⋯j⋯⋯”227

，第一章．行政区划、土地、人口⋯⋯⋯⋯⋯⋯⋯⋯⋯⋯⋯⋯⋯⋯⋯⋯⋯⋯⋯⋯⋯229

第一节 行政区划⋯⋯⋯⋯⋯⋯⋯⋯⋯⋯⋯⋯⋯⋯⋯⋯⋯⋯⋯⋯⋯⋯⋯⋯⋯⋯229

第二节土地⋯⋯⋯⋯⋯⋯⋯⋯⋯⋯⋯⋯⋯⋯⋯⋯⋯⋯⋯⋯⋯⋯⋯⋯⋯⋯⋯⋯231

第三节 人口⋯⋯⋯⋯⋯⋯⋯⋯⋯⋯⋯⋯⋯⋯⋯⋯⋯⋯⋯⋯⋯⋯⋯⋯⋯⋯⋯⋯233

第四节 民族⋯⋯⋯⋯⋯⋯⋯⋯⋯⋯⋯⋯⋯⋯⋯⋯⋯⋯⋯⋯⋯⋯⋯⋯⋯⋯⋯⋯235

．第五节 侨乡⋯⋯⋯⋯⋯⋯⋯⋯⋯⋯⋯⋯⋯⋯⋯⋯⋯⋯⋯⋯⋯⋯··⋯⋯⋯··⋯”238

第二章农业、工业、交通．．．⋯⋯⋯⋯⋯⋯⋯⋯⋯⋯⋯⋯⋯⋯⋯⋯⋯⋯⋯⋯⋯⋯239

第一节 工农业总产值⋯⋯⋯⋯⋯⋯⋯⋯⋯⋯⋯⋯⋯⋯⋯⋯⋯⋯⋯⋯⋯⋯⋯⋯239

第二节 农业⋯⋯⋯⋯⋯⋯⋯⋯⋯⋯⋯⋯⋯⋯⋯⋯⋯⋯⋯⋯⋯⋯⋯⋯⋯⋯⋯⋯240

第三节，．x-．,Ik⋯⋯⋯⋯⋯”⋯⋯⋯⋯⋯⋯⋯⋯··“⋯⋯·⋯⋯⋯⋯⋯”⋯⋯⋯⋯⋯245

第四节 交通⋯⋯⋯⋯⋯⋯⋯⋯⋯⋯⋯⋯⋯⋯⋯⋯⋯⋯⋯⋯⋯⋯⋯⋯⋯⋯⋯⋯249

4



第三章城市⋯⋯⋯⋯⋯⋯⋯⋯⋯⋯⋯⋯⋯⋯⋯⋯⋯⋯⋯⋯⋯⋯⋯⋯⋯⋯⋯⋯⋯

第一节 省(自治区)首府⋯⋯⋯⋯⋯⋯⋯⋯⋯⋯⋯⋯⋯⋯⋯⋯⋯⋯⋯⋯⋯⋯

第二节省(自治区)辖市⋯⋯⋯⋯⋯⋯⋯⋯⋯⋯⋯⋯⋯⋯⋯⋯⋯⋯⋯⋯⋯⋯

第三节 经济特区城市⋯⋯⋯⋯⋯⋯⋯⋯⋯⋯⋯⋯⋯⋯⋯⋯⋯⋯⋯⋯⋯⋯⋯⋯

第四节 香港、澳门⋯⋯⋯⋯⋯⋯⋯⋯⋯⋯⋯⋯⋯⋯⋯⋯⋯⋯⋯⋯⋯⋯⋯⋯⋯

253

253

255

264

266

l己
、



概 述

珠江是中国的一条大河，自西至东横贯华南大地，与长江、黄河、淮河、海河、松

花江、辽河并称为中国七大江河。

珠江万古长流，繁衍了流域内众多民族，孕育了流域古今文明。与此同时，珠江的洪

水灾害，也曾吞噬过大量的财产和生命，留下许多惨痛的历史记载。

古往今来，人们不断地认识、治理和开发利用珠江。珠江的兴利除害，关系着流域社

会和经济的发展，而社会和经济的治乱，亦影响着珠江水利的兴衰。 1，

珠江是西江和北江、东江、珠江三角洲诸河4个水系的总称，跨越中国南方的滇、黔、

桂、粤、湘、赣六省(自治区)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东北部，流域总面积453690平

方公里，其中442100平方公里在中国境内，11590平方公里在越南境内。 ’

珠江的4个水系中，西江是主干流，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境内的马雄山，自源头起至

入海口，依次称为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沿途接纳北盘江、柳江、郁江、

桂江、贺江等支流，至广东省三水县思贤藩与北江相通流入三角洲网河，主河道经珠海

市境内的磨刀门水道至企人石流入南海，全长2214公里，思贤藩以上流域面积353120平

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77．83％，是珠江流域的主要水系。

北江发源于江西省信丰县的大茅坑山，上游称浈江，至广东省韶关市与发源于湖南

的武江汇合后始称北江，沿途接纳南水、涛江、连江、港江，滨江、绥江等支流，至思贤

藩与西江相通后流入三角洲网河，思贤藩以上河长468公里，流域面积46710平方公里，

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10．3％。

东江发源于江西省寻乌县的桠髻钵山，上游称为寻乌水，至广东省龙川县合河坝会

贝岭水后称东江，沿途接纳涮江、新丰江、秋香江、西枝江等支流，至东莞市石龙镇流入

三角洲网河，石龙以上河长520公里，流域面积2704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

5．96％。
‘’

珠江三角洲是复合三角洲，由思贤溶以下的西、北江三角洲和石龙以下的东江三角

洲以及流溪河、潭江、增江、深圳河等中小河流流域和香港九龙、澳门等地区组成，面

积26820平方公里，占珠江流域总面积的5．91％．其中网河区面积9750平方公里，河道

总长1600多公里，为放射状汉道河系，经虎门、蕉门、洪奇门(沥)、横门、磨刀门、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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啼门、虎跳门、崖门八大口门入注南海，河口岸线由东至西长450公里，构成独特的“诸

河汇集，八口分流”的水系特征。

珠江特有的河流水系，大约形成于中更新世。有史以来，其中、上游的河道比较稳定，

下游三角洲河道则受到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发生着变化。秦代以前，西江出三榕

峡、北江出飞来峡、东江出田螺峡后，有多条的古河道和由这些古河道分出的众多汊道，

珠江三角洲的滨海线大约在今黄埔、广州、佛山、西樵、九江一线。晋代尤其是进入宋代

以后，中原大批人口南迁，大规模筑堤防洪，固定河槽，围垦造地，发展农耕，古河道

逐渐淤塞，众多的汊道被截断，从明代起至清代，西、北、东三江下游河道逐渐演变成

今日的形状。与此同时，珠江三角洲加速向南海推进，唐以前以每年小于10米、宋以后以

每年大于20米的速度自东偏西向南海延伸。其中西江方面推进最快，至今西江主流河口磨

刀门仍以每年约100米的速度向南海推进。，·． 。1 ，
、

人们对珠江作为一个完整的水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珠江这一名称

最早见于明代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前后黄佐所作的《海珠》诗首句。珠江烟水碧漾

漾”。在20世纪初期，珠江只是指广州白鹅潭至虎门的一段70多公里的河道。珠江、西江、北

江、东江被视为4条河流，珠江三角洲亦称为广州三角洲。而事实上，这几条江之间有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民国3年(1914年)在广州设立了直属中央政府的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

聘请外国工程师，勘测河道，提出治河方案，开始将西江、北江、东江和三角洲网河作

为一个整体来认识，逐步形成新的珠江水系概念。民国26年(1937年)，珠江水利局成立，

隶属全国经济委员会，掌理珠江流域(包括东、西、北三江)及韩江等干支流一切兴利

防患事项。珠江被普遍认作西江、北江、东江和珠江三角洲诸河的总称，并从整个河系的

角度进行统筹规划和治理开发。 ’

珠江的地理位置在东经102。14，～115。53，、北纬21。31r"-'26。49，之间，地处亚热带，

北靠五岭，南临南海，西部为云贵高原，中东部为桂粤中低山丘陵和盆地，东南部为三

角洲冲积平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温暖多雨。全流域多年平均：气温18℃，降雨量

1470毫米，湿度77％，日照17621]x时。流域大部分地区四季温暖如春，水资源较为丰富。

在中国的七大江河中，珠江的河长和流域面积居第四位，而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

3360亿立方米，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12％，在七大江河中仅次于长江，居第二位。按流域

面积计算的产水模数为75．sT立方米／(年·公里2)，是全国平均数的2．6倍。人均水量

4400立方米，亩均水量4800立方米，分别是全国平均数的1．7倍和2．5倍，均居七大江河

之首。

珠江水力资源也较丰富。全流域水力资源理论蕴藏量为3348万千瓦，年发电量2933

亿千瓦时。可开发的水力资源为2512万千瓦，年发电量1168亿千瓦时。其中西江中上游

的红水河(包括南盘江下游部分河段和黔江)，可开发的水力资源装机容量为1108万千

瓦，占全流域可开发总装机容量的44．12％，是全国著名的水力资源的宝库，有很高的开

发价值。
’

’

珠江河道水量充沛，含沙量少，河道稳定，终年不冻，具有良好的航运条件。现有通

航河流1088条，长年通航里程14156公里，占全国内河通航里程的13％，在广东、广西

两省(自治区)的交通运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珠江口黄埔港可停靠3．5万吨海轮，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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