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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县层峦叠蟑，丘陵绵延，滩涂宽广，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水利资源丰

富。全县土地面积3213．16平方公里，据1985年8月调查，清光绪年间，群众已利用滩涂围海

造田。深井3万多亩，那扶1万多亩，海宴5万多亩，共修建排水涵闸70余座．从清朝至民

自，冲萎，斗山-端芬，都斛，赤溪，广海和北陡等地区，相继围海造田，筑堤建闸，扩大

耕地面积。

据1947年出版《台山县统计资料特辑》记载s台山县耕地面积106万亩，其中水田47万

亩，围田32万亩，旱田2．7万亩。光绪十九年编《新宁县志》记述，雍正年间县令王嵩捐俸鸠

工，开凿蛮陂头圳，屈曲十余里，引水至五十锦葫，灌高田1000余亩，至今赖之。历代水旱

灾害频繁，农田灌溉由群众修塘筑陂解决，或用戽斗和龙骨车提水，斗山上阁和汶村茭勒地

方，缺乏淡水，十年九涸-全县农业生产落后，粮食产量低，岁入粮食，仅支半年，生活困

难，被迫远渡重洋觅食谋生，我县侨居海外有100多万人，分布世界五大洲，成为全国著称

_华侨之乡一．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兴修水利工程。据1957年《台山县水利规划报告书>

记述I调查1950年至1957年完成小型塘库2000多宗，小型水陂2000多宗，抽水机站33宗。小

型塘陂蓄水量少，抗旱能力弱，而1950年以后，连年旱灾，发动群众抗旱抢插减少损失，，卜

型塘陂虽灌溉47万亩，只减轻灾情，未能消除旱患．

1958年水利高潮，大规模兴建水利工程，以蓄水灌溉为主．全县人民积极参加水利建

设，奋战三年，基本完成台山县1957年水利规划中水库工程。唯多未按设计规模完工，遗留

工程尾巴。1960年成立水利专业队，进行加固，配套，续建，至1962年完成各项工程发挥效

益。粮食总产量497．6万市担，1962年比1957年粮食增产20．77％．

1973年全县降大暴雨，赤溪大坑水库年雨量4555毫米，大隆洞瓜排潭4134毫米I汶村茭

勒水闸4138毫米，．．全县受浸面积23万亩，其中烽火角水利系统受涝面积占“．7万亩。1974年

莓'1976年以治涝为主攻方向耖并分为东南，台掐西南3个片整治，经两年治理，涝灾面积

大为减少．

沿海地区常遭强台风暴雨和暴潮威胁，民国25年(1936年)农历七月初一日，台风暴黻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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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海宴茭勒新围崩缺，全围水深3米以上。一般平房淹没，淹死477人，烽火角水闸附近

东荣里台风暴潮水位为2．7l米，田面水深2米，冲萎，斗山、田头、广海损失惨重。1965年

7月15日，台风暴潮水位为2．75米，和1972年11月8日台风暴潮水位为2．74米。上述两次暴

潮水位，对烽火角水利系统上游6个公社20多万亩耕地，和20多万人民生命财产没造成损

失，主要是由于1964年8月建成烽火角大型水闸及海堤8．3公里，能抵御11级强台风浪高加 ·

暴潮水位，故得到安全无恙。
一 ，

1985年全县耕地面积94．6089万亩，其中；水田78．9494万亩，旱田面积15．6595万亩。 ■

1950年以来扩大围田面积10．3万亩，现围田已达42．3万亩，其中l单造围m20余万亩，改为
’

双造水田’有5万多亩咸围种上双造水稻。全县建成水库工程675宗，总库容为8．776亿立

米，有效库容5．644亿立米。1985年粮食总产量7．45139亿斤，上调商品粮2亿斤，由缺稂县

变为余粮县。
_，

本志记述自清朝迄今水利建设事迹，本着厚今略古，翔实记事的原则，‘着重近36年来，．“。’

全县人民团结奋斗，辛勤劳动完成各项水利工程辉煌成就，并记述水利建设成败得失，供今

后水利工作者借鉴，为建设繁荣新台山和农业生产作出贡献。



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1822年，下限为1985年．人物和自然灾害，追溯到明代弘治十一年

‘1498年)从新会析置新宁县，和弘治十二年(1499年)正式建县，未受断限限制。

二，县、区，乡境域屡有变迁，一般取事按历史各时期习惯称呼记述。

三，本志正文共十四章四十七节，节后用一， (一)，l等数，分门别类，采横排竖写

形式记述，随文配以图，表，照片和附录。

四，本志对各个时期政权，一般按当时习惯称呼。

五，历代纪年，统用汉字，注明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用公元纪

年．

六，凡非绝对数及个位数与六位数以上采用汉字，凡绝对数及二位数至五位数，一律写

阿拉伯字．

七，百分数用阿拉伯字表示，分数用汉字写·

八．本志采用公制计算，高程采用珠江基面水准高程。

九，本志正文一律用汉字书写，各种数字及公元年月日和年龄，采用阿拉伯字．。

十，本志引用资料，来自县档案馆，有关单位，县水利电力局，水电局直属基层单位和

县属各区水利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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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山真叠宁产豪窖霖症三角漏茜斋部．地娃东经112。18t""113。03，，r北纬艺i。g驴。22：
277之间。东邻新会，南临南海，西接阳江j恩平；北与开平分界。

始建于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初名新宁县，’民国三年(I酉14牟’改名台山县；台城

为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

全县土地面积3213．16平方公里，人口94．86144万，+分22个区，5‘个国营农场和林场。

1985年全县耕地面积944．6089万亩；其中水田79．944944万亩；’旱由i5．鸽9_5万亩：’农产有稻

谷，甘蔗‘豆类’f水果等；是广东省商品粮县之一。’

垒兵河流北肴台城河t支流三合菏岁；签益搿，卣沙菏；。向北流归漳逆，甫肴犬隆洞河
。 ⋯ ， ． ， ■ 竹、’r Zl’”‘．，l+ ，t‘f’、¨’’：}‘f -，

”

!。；， q’!

(受流端棼湔0斗由菏，镇口澍，i西南香那挟谢￡支流滦弁河，均圊南流天南海，o’北部潭
茳平原i东南烽火角平廪，茜甫滨海平骧i皆为苯其耩食基地：’垒县最高山峰为海拔g裔苦米
酹舌兜山狮子头，‘次高峰为瓶Ijcf：曾蜂心，紫罗山，受帽叫等1：‘沿海大水岛血精4艺个；’最犬。
芳上J卞川岛≯

’

．． ⋯．一⋯⋯ ， ．。，．．．．，

．T胄单蚜气瘟砖：2电；薇瑞蕞嵩《矗打．窖ef 1旁草筠宣蕴蕞僬一0．1℃：气候温和；，
终年不蕾；”荦蒸发蟹15稿髫米，日照2们孙时0荦单均雨壁217I毫米，最大年雨量拈辐毫米
t辔琬孚l衍窘荦)。，牵最小甫量‘l兢亳采(出瑰乎1香菇牵)；。液妍4‘～g’身降雨占全年雨量‘

82．2％，前汛期4～6月淫雨霏霏，或缓大暴雨i’詹汛期f～矿月；台风带来暴雨及暴潮：‘一

历吏上水衬i程，由群众自己修筑塘陂；蓄引水盛少，’抗旱能办骑。据光缮十九年
《l两样y修《薪宁县志萝7记载；朗美破障日20蕾i古戎陂灌fl于13顷；西广了沟陂塘在城西■

壁；杂仃顼’茬东门外，以御县东之水崽；南汀顼在甫阿外≯以御城南之永。仙’井陂在广r海西‘
杼唐≯秫谷云；林良捐资筑i灌田10亩，蜜陂头水堋’在五十f灌田1000余亩。良国时那扶区‘
筑泗门大陂头等水陂6宗，灌田700多亩，自沙阳岭筑缆坑山塘，灌300亩，冲萎1912年筑那

梁陂灌田3io亩；‘1922年筑犬迳陂灌田Z1d茸，端芬区上泽筑联塘陂灌田150亩?都斛区1928年

筑沙=乐坑三岗：陂灌田'iioO亩i汶村区19_2岔年筑大陂坑，灌田lOoO余茸，，
’

．．、．．

水型塘陂不能觯决旱患，’稻谷产簧低，亩产仅：200斤至30疗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j．
1蝣咿年窒1957军，旱息严重≯兴修一批小垫水蘑i程增加灌溉面积。‘1957年广东省水利厅选。
撵台_血甚为辟0小时流域期蛾6缺点。省水利厅．及佛山地奁水利局’派工程师帮助制订《台山基
才渤窥瑚报告苷y，以畜水灌溉为肇f结合治理洪’’涝j潮等灾害：19言窖年犬规模兴修水’
剁{：jf塞．本党成19s7隼管函．求剩癌射审水利il程项茸’，蓟198S年止，全县建成山’塘水库675象，，．
其砗瞄大型米瘁’r亲≯中型禾库1d祟。’水‘仁y型水库56蒹’小!e二歹型水岸14b：象，微型
堵库4酶桨产。犬堂烽戈觥潮水阿’l崇，。犬巨漏夭查拼汞i摧r宗，‘小型引水i程87宗；金‘
县，觯总岸客誉．押讹立米f建成电力排灌站装机容蛩鹞n：汗瓦f奎县泣堤苌、237’．f公里，
捍卫耕地面积1筑丽艿亩，2人白能’．95方犬，海’堤长I粥公里广痒卫耕地面积51．芝6万亩，人酣

4l默萨蚍河道曲箩公重：’完成上述i槿其授资釜拯丽6叠．451方竞。，’其审自家瘦资75当§．4矿
1



万元，完成工程量土方34402万立方米，石方952．897万立方米，混凝土方45．328万立

米，用去钢材1．176万吨，水泥45．795万吨，木材3．55万立米。投工35129万工日。

建国36年，水利建设分6个时期：

一1950年至1952年，是经济恢复时期，建成那扶区禾雀陂，都斛区稠山大陂，坑板洞
堆石陂，四九区玄潭陂等引水工程。海宴区大成围南窦水闸，都斛区东浯河裁弯改直长12公

‘

里，以及台城石化山塘，三八区齐山，交椅山等一批小型山塘，建国前海外华侨投资兴建蛮 r．

，．’ 破头水电站一座，1950年动工，装机1台，容量175千瓦，架设线路直通台城，改善台城镇

居民生活和生产用电。‘ 一‘
‘

， ，i r． 。_-’

一1953年至1957年，是国民经济进入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先后在工地举办水利训练 ◆

疆，为农村小型水利培训设计和施工人才共542人，并选送59位学员到佛山地区学习，结业

后回县水利局工作。在这期间先后完成胡林堡，江竹迳，饭果岗，山猪围等16宗小型水库工

程，同时沿海堤防培修加高，’增建防潮涵闸÷批。并制定《台山县水利规划报告书>j’

，——1958至1960年，，是水利建设大发展时期，以蓄水灌溉为主，。结合防潮，防洪，治

涝，全县掀起水利高潮，在县属各单位抽调1JDo多名干部职工支援水利，县委书记张其昌，

和县长李伟璋亲临大中型水库工地踏勘地形，t研究坝址，决定方案，及时动工，。副县长余质

夫，李师仁、赵仕枋与各区主要领导常驻大’}中型水库工地，和广大群众一起日夜奋战0

全县最高每天出动20多万人兴建大型水库大隆洞水库一宗，中型水库七宗，’烽火角大型水闸’

第一期工程，小(一)型水库30宗，小(二)型水库50宗，完成这一批骨干工程，解决了大：
部分围田，和丘陵地区的干旱问题，台城历代受洪水威胁，自台城河上游兴建塘田、坂潭等

中。小型水库后，减少县城被洪水淹浸，，并为台山农业打下良好基础．o但由于水利战线过

长，高指标，淫夸风等过失。加上当时资金不足，材料缺乏，部分劳动力转入春耕生产，’使 一

深井水库、蛮陂头水库等工程进度未达设计要求，1959年5月降大暴雨，土坝被洪水漫顶溃

缺，由于深井水库工程大，取土困难，被迫缓建，．至1963年才续建。 1⋯，’ ，j．．，．：e

——1962年至1965年，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弦八字方针时期。由于1958年

至1961年兴建水库工程，多未按工程设计规模完成，遗留工程尾巴大，影响安全渡汛和蓄水

灌溉。．采取控制运用，限制蓄水。后来经复核设计，在水利局长陈杰领导下，组织水利专业。

施工队5000人，对大，中，小型水库工程，．分期分批加固配套，并续建深井水库，和烽火角’

水闸第二期工程。 ． ，≯． _j l，■

全县80％农田获得灌溉，从此台山县由缺粮县变为余粮县，成为广东省商品粮县。?一7． ．

，1——1966年至1976年，是整治河道，全民办小水电时期。第一阶段1966年至1968．年，

o文化大革命力发动阶段，水利电力局工作已停顿。全局仅留了人并入“农林水服务站?，

其余人员下放露五七"于校劳动。第二阶段1969年至1976年，县成立革命委员会i 1971年成! ·

立县水利水电指挥部，从“五七纾干校调回一部分技术干部，参加整治河道工作。台城河下}

游三八区红庙至狄海段河道，迂回曲折，排洪不畅，与开平县协商，改由公义至新昌入潭．，

～江。。河长缩短4．毒公里▲附城。三八区减少受淹时间．。1972年恢复县水利电力局。兴建响水一一+
潭中型水库。掀起全民办小水电高潮，兴建有鳅鱼角水电站，深井水库坝后电站等电站15宗

装机容量1．09万千瓦。对工农业提供部分电力。1974年至1976年i整治烽火角水利系统，‘采，

取“深挖河，高筑堤，接客水，加电排，．’闻小围，修渠道，疏海口，低入泥帮．并整治田间排’：

灌系统，‘降低地下水位：加高培厚各河道堤防，安装电力排水站容量14620千瓦。．1975年3胃。j

庙广东省水利电力厅派员陪同水电局长谢准和工程师李譬光，前往北京水利电力部汇报《台，’
一 一

2



山县十年水利规羽》及整治烽火角水利系统工程措施。

——1977年至1985年，以工程管理为重点新时期，扭转重建轻管现象，建立和健全工程

管理规章制度，制定管理细则．工程建设则继续抓安全加固，维修配套，提高防洪排涝标

准，特别大，中型水库，按最大可能出现洪水标准校核。大隆洞水库主副坝加高2米，加厚

加大内外坝坡，加高外坡脚棱柱体4t米及加长反滤设备；提高灌溉和发电效益．为了解决西南

部分水源不足，在广东省水利电力厅和佛山地区水利电力局支持下，兴建大隆洞大型引水工

程，开凿隧漏长3公里多，拦截大隆洞水库上游集雨面积43平方公里，引用流量g秒立米，

全年引水量4800万立米，使沙栏，海宴等区围田增加灌溉水量。并扩建大隆漏水库坝后电站

等，全县电站装机容量已达3万多千瓦，’年发电量6000万度，占全县1985年用电量18000万

度三分之一．近年对上，下川岛及边远山区，有条件搞水电站的地区均积极扶持兴建小型水

电站。

现在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效益下降．有待维修加固更新，尤其南部河流出海口门日渐淤

窄淤浅，特别烽火角水闸外引河严重的淤积，对排洪及航运不利．



第一章，河流水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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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县河流水系分为三部分，北部台城河《支流五条为崔水．曼八河．五十水．凤河．兰 ◆

合水)。·公益河，白沙河，均流归潭汪I南部大隆洞河(支流端芬水，斗山河，镇口河)·西
南部那扶河(支流深井河)皆流入南海。 。

河流特征分述如下- { ’， ，}

、

第一节北部河流

一，台城河(又称新昌水)旧称宁阳河。是潭江重要支流，流域面积563．67平方公里

(县内占575平方公里)，河长45公里，比降1．61‰，发源子古兜山狮子头西德．从源头流经

四九圩至合水为上游，坡陡流急，由合水经台城剪--'／k石龙为中游，河面较宽，潮惑显著，

从三八红庙经狄海流支潭江为下游，出口狭窄，汇流水势欠隆。台城河雨量充沛，水力资源

丰富，耕地面积20．2万亩，其中s水田14．9万亩，人口14．5万人。台城是本县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中心，工业发达，商旅繁盛。

支流三合水流域面积113．25平方公里，河长18．83公里，比降3．71‰，发源于磨心尖。

流经三合圩，水南，水西等流归台城河。五十年代初三合圩还通舟楫，由于河道淤浅·潮水

不能上溯三合圩，冬春出现断流。

二、公益河属潭江支流，流域面积136平方公里，河长28公里，比降1．09璺“发源于北

。蜂山北麓烟斗尖，向北流经大江圩，与水步支流汇合，经马山峡至浯口而入潭江，潮汐可逸

大江和水步，与公益常年通航船艇，水运方便。沿河属潭江平原，土地肥沃，公益张良边等

乡六十年代初粮食亩产巳超千斤。田块整齐，耕作细微，土地利用率很高．

三，白沙河属潭江支流，流域面积386．5平方公里(县境占145．3平方公里)，河长垂9公

里(县内占12公里)，坡降O．77‰，发源于开平狮山，流经开平赤水，东山和县属白沙圩，

至自足尾注入潭江。河道弯曲狭窄，洪水涨退幅度较大。清代巳筑防洪堤，现堤高6～7

米，历年加高堤防及加固排水闸。1956年于自沙圩修建浆砌石防洪堤长0．75公里，捍卫自沙

圩商业和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第二节南部河流

大隆洞河(1日名矬峒河)，是烽火角水利系统主流。流域面积707．5平方公里， (县内

占678．7平方公里)。河长59．82公里．坡降0．95‰，发源于大隆漏山系阿婆髻，上游流经瓜



■

排潭崩石桥，至墩寨圩，河谷深邃，崖岸陡峭，植被茂盛。中游由墩寨出塘底，河床淤积，

水浅滩露，至汀江大同市河面宽阔，水流平缓，在海口埠与支流端芬水相汇，至三合海与斗

山，镇口两支流垂直相交，洪水互相顶托，经烽火角水闸流入浩瀚南海。

支流斗山河流域面积212．辱平方公里i河长n33．9公里。比降1．17‰，发源于古兜山马骝

髻，经冲萎圩，斗山圩至三合海与主流大隆洞河汇合，从烽火角水闸出南海。斗山圩集市贸

易繁荣，有县斗山糖厂，和较完备的太和医院，水陆交通便利，两岸堤防矮小，未达设计规

模。

第三节西南部河流

那扶河流域面积684平方公里(县内占569．06平方公里)l河长42．6公里，比降0．39‰，

发源于开平县鲮鱼潭，流经横墩，洪坎，泅门至南山入南海。中下游河面宽阔，横山河面宽

3公里． 。

支流深井河，流域面积225．85平方公里(县内占148．2平方公里)，河长35．5公里·比

降1．07‰，发源于开平狮山，西坑及本县大东坑山区。流经深井圩，大，小门汇入那扶河，

海期达深井，堤防矮小、失修：抗灾力弱。 ．．

此外，流域面积不足10Q平方公里，河长少于罩5公里河流有7条l其中l东南有东帮河，

赤溪涌、曹冲、天马，西南有海宴河，汶村河，那琴河等均直流入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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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雨量

第二章水资源

第一节地表水

本县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为2171毫米．年最大降雨14555毫米(1973年赤溪区大

坑水库)年最小降雨量1031毫米(1956年台城气象站)． ，’ ‘．：．
‘- ·

。

二，径流量‘‘

‘年平均径流深1335毫米，多年平均径流量为40．57亿立米，在不同频率和降雨量其径流

量为丰水年(P=lo％)径流量62．47亿立米，平水年_(P=50％)径流量38．5I亿立米I桔
水年．(P=90％)径流量21．50亿立米。径流量时空分布与降雨量相同。．。．。，，

三，蒸发量

年蒸发量为1546毫米．

第二节地下水

一，溧层地下水缺乏资料分析估算

●

浅层地下水，据佛山地区水文站1982年编水资源调查，浅层地下径流补给系数，从实浏

资料估算，全县浅层地下水量合计6．022亿立米。其中· ；

台北区浅层地下水量1．423亿立米，
’

，东南区浅层地下水量2．292亿立米，

西南区浅层地下水量1．771亿立米，

一——一⋯，一上，下川岛浅层地下水量0．536亿立米．‘‘’ “ 一
～ ⋯一

二，水质状况

据县防疫站1981年在台城河，公益河．大隆洞河，端芬河，潭江支流五围，六槐河，沿

海地区沙头，吉浦，汶村，海宴，以及斗山胡林堡，冲萎岐山，大江坪迳等水库监测；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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