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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广东省水文志 》 即将正式出版发行 ， 我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

广东近代水文观测始于清朝光绪年间。 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

内政治腐败 ， 广东水文事业举步维艰 ， 发展缓慢 。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

开放以来，广东水文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 深

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深化改革 ，开拓创新 ，强化服务 ， 水文基础设施建

设 、 人才队伍建设 、 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水文测报能力和服务

水平迈上了新台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水利防灾减灾工作发挥了重

要的支撑作用 。

《 广东省水文志 》 是我省第一部水文部 门志。本志体例完备 ， 资料翔实，

内容丰富，全面记述了我省水文工作及其发展历程 。《广东省水文志 》 凝聚了

诸 多参与编审同志的心血和汗水 ，他们 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文献 ， 广泛征

集资料和意见 ，历 时三年，数易其稿 ， 方才完成编篡工作 ，所作所为 ， 令人

赞赏 。《广东省水文志 》 的出版 ，不但可以起到"存史 、 资治、育人"的 作

用，而且对把握水文工作规律 、 总结水文实践经验 ， 继往开来推进水文事业

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是为序 。

省 t… 厅长 Af'hd



例
川

凡

、《广东省水文志》是广东省水文事业的专业志。本志以历史唯物主义

观点，实事求是地全面系统记述广东水文事业自清光绪六年 0880 年，是年

汕头海关设立雨量观测)以来，特别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07 年

的历史和现状，涉及其他部门如海关、铁路、港务等个别单位的一些水文工

作也作了适当记述 。

二、本志记事上限追溯至事物在本省的发端，下限至 2007 年底，但有关

水文资料系列的平均值统计则以 1956-2000 年为准，资料特征值因情况特殊

或遇跨时限的重大事件，下限适当后延 。 本志本着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

述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史实 。 1988 年 6 月之前海南岛属

广东省，本志在资料系列均值统计及特征值记述时，原则上不包括海南岛的

数据，但有些统计数据难以将海南岛分割，则注明"含海南岛"字样;在记

述一些具体历史事件时，为了记述的完整性仍包括原海南岛在内。

三、本志除引用原文之外，均以第三人称记述 。

四、本志以志为主体，辅以述、记、图、表、照片及附录等 。 编写采取

"横排门类"、"纵述始末"、"述而不论"、"生不立传"的传统志书体例，篇目

设置主要采用中、小篇体式，下分章、节、目各个层次 。

五、本志主要的事实和数据均用文内注、页 (表)下注等形式注明出处，

以备核对 。 水准基面，除有特殊标明外， 一律采用冻结基面 。

六、记述历史朝代、机构、 官职、地名、人名，均依当时称谓 。 历史纪

年加注公元纪年;地名除经国务院和地方政府正式命名或更名外， 一律沿用

历史或习惯称谓，必要时加注今名;科技术语、名词、名称， 一律采用中文

名称;热带气旋的称谓按其出现时的命名不作改变;机构名一般以印鉴为准 。

文中所用"新中国成立前"、"新中国成立后"系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 。 文中所用的"党"均指"中国共产党" 。

七、每年例行召开的水文会议、全省性的专业会议及在广东省内举办的

全国性水文会议及专业会议等，在专记内以列表的形式扼要记述，在大事记

中不再逐一列出 。本志各项数据原则上采用广东省水利厅、广东省水文总站



(局)提供的数字。《广东省水文志 》 资料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①广东

水文记事录、水文整编资料(水文年鉴) ;②广东省水文局各处室、各水文分

局;③离退休人员 。

八、政治运动方面 。 本志仅对本部 门影响较大者作必要和概括的记述，

党、团、民主党派、侨联等工作，因不在本志记述范围，不予记述 。

九、机构方面 。 只记省、地级市以上水文机陶的设置、调整等主要情况，

鉴于水文管理体制下放期间，省以下水文机构变动情况比较复杂，未予一一

记述 。 对省水文总站(局)的科室设置，以 2001 年 10 月 30 日省水文局升格

为副厅级为界，之前记述到科一级，之后记述至副处一级 。

十、人事方面 。 本志只记述省级水文行政机构正、副主任(正、副局长)

及正、副主任工程师和正、副总工程师历届(年)任职情况， 200 1 年 10 月 30

日之前则记至省级及地级水文机构科级干部历届(年)任职情况，之后记至

副处级干部历届(年)任职情况，均以表格形式记述 。

十一、大事记 。 本志以编年体为主与记事本末体相结合，原则上一事一

条，但对于某些事件，为免因记述过于分散以致不利于反映始末情况，则采

用记事本末体 。

十二、本志采用规范的语体文 。 行文按《广东省地方志行文规范(试

行) >> 执行，包括附件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正) >> 、 GB/T 15835-

199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 、 《 国务院关于在

我国统一实行法定计量单位的命令 >> 0984 年 2 月 27 日)及 GB/T 15834-

1995 ((标点符号用法 >> ，但计量单位中的千米、平方千米仍采用公里、平方公

里 。 历史上使用的旧计量单位，则照实记载。

十三、凡各地广泛使用、具有明确内涵或不言自明的政治性和技术性名

词术语、简称等，均不加注释。水文专业性很强的名词术语，首次在篇章中

出现时加注。 一般不列数学公式和技术参数查算图表 。

十四、本志注释采用当页下面或表后编码脚注的方式，不编通码 。

十五、本志所有刊印、出版的成果，除有出版说明外，均属内部资料，

提供有关部门或单位使用 。

十六、本志为记述上方便，对一些经常出现的机构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

以后采用简称，为便于查阅，列表对照 。



主要翩翩垒丽与简耐对RR表

机构全称

新中国成立前

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

广东治河委员会

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

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

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

长江水利委员会

水利部水文局

水利电力部水文局

水利电力部水利司

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

水利电力部广东省水文总站

珠江水利委员会

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全国暴雨洪水分析计算协调小组办公室

南京水利水文自动化研究所

中山大学

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

简 稀、

广东治河处

广东治河会

珠局

国家防总

水利部

水电部

长办

长委

部水文局

部水文局

部水利司

珠局

省水文总站

珠委

珠委水文局

全国雨洪办

南京自动化所

中大

长委设计院

o 1 929 年改组为广东治河委员会 . 1 936 年改组为广东省水利局 . 1937 年又改组为珠江水利局 ，

1947 年又改为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局。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 省人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 省政府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 @ 省防总

广东省防汛防早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 省三防办

广东省总工会 省总工会

广东省计划委员会 省计委

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 省编委

广东省农林厅水利局 省农林厅水利局

广东省水利厅 省水利厅

广东省水利电力厅 省水电厅

广东省水利电力局 省水电局

珠江三角洲整治规划办公室 省珠三办

广东省水利厅水文总站@ 省水文总站

广东省水利电力厅水文总站 省水文总站

广东省水利电力局水文总站 省水文总站

广东省水文总站 省水文总站

广东省水文局 省水文局

广东省水环境监测中心 省水环境监测中心

广东省气象局 省气象局

广东省环保局 省环保局

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省水电勘测设计院

广东省水利科学研究所 省水科所

。 省以下防汛系统，均简称为 xx 市(地区)防总及 xx 市(地区)三防办，此处不作逐一列出

名称。

@ 各个时期水文总站(局)属下的水文分站(局) ， 统称为广东省水文总站(局) x x 分站 (局) , 

简称为 xx 分站(局) ，此处不再逐个列出分站(局)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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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广东省南临南海，自东至西与福建省、江西省、湖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相邻，西南面隔

着琼州海峡与海南省相望。全省国土面积 17. 98 万平方公里 。 广东省地势大体是北高南低，地

形变化复杂，山地、丘陵、台地、谷地、盆地、平原相互交错，形成多种自然景观，山地、丘

陵约占 58% . 平原、台地约占 42% 。 海岸线民为 3368 公里，约占全国大陆海岸线总长的 22. 5% 。

广东省地处低纬度，北回归线横贯省的中部， 具有明显的热带、亚热带气候特征，气

候温暖湿润，全年气祖高，湿度大，除北部及高山地区外，年平均气温均在 20
0

C 以上，

全年平均相对湿度在 80 %左右 。 1 956-2000 年多年平均年降雨量 1771 毫米，雨量集中在

汛期 (4-10 月) .占全年降雨量的 85 % ;枯季(1 1 月至次年 3 月) ，仅占 15 % 。 平均每

年登陆广东沿海的热带气旋有 3 . 5 个 ，为全国最多，由热带气旋引起的风暴潮常对广东沿

海造成严重灾害 。 广东海岸带的潮沙现象，有半日周潮和日周潮两种，大抵以雷州半岛为

界，以东表现为半日周潮，以西(北部湾)为日周潮 。

广东省境内河流众多，集水面积 100 平方公里以上的各级干、支流共有 542 条，其中直接

入诲的有 52 条 。 广东省境内的珠江流域包括小部分西江流域和绝大部分的北江、东江流域及

整个珠江三角洲，面积共计 1 1. 1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地面积 62. 4% 。 西江、北江、东江汇

入珠江三角洲后经八大口门注入南海。 除珠江流域外，还有韩江、粤东沿海的黄岗河、榕江、

练江、螺河、黄江;粤西沿海的漠阳江、鉴江、九洲江、遂溪河、南渡?可等较大的河流。

广东省水资源总量为 1830 亿立方米，此外从西江、韩江等江河进入广东的入境水量

平均每年有 2361 亿立方米，水资源数量比国内其他省 (区)丰富。由于地表水资源较丰

富，因而除地表水相对较少的雷州半岛外，对地下水的开发利用不多。

广东省大多数江河的含沙量相对比较小，据 1980-2000 年泥沙资料统计情况， 一般

河流多年平均悬移质含沙量为 O. 1 ~0. 70 公斤每立方米 。 但由于广东省河流径流量大，因

而河流输沙总量仍相当可观 。 珠江流域年输沙量约 8684 万吨，是形成宽广的珠江三角洲

沃野的泥沙来源。

2000 年监测资料全年综合评价，广东省江河水质属良好，地下水水质大部分地区较

好，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部分河段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及工

业基地的河段，超标占 19 % .水质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

194 9 年新中国成立前，从清光绪六年 0880 年)至民国 38 年 0949 年) 9 月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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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间，经历了清末与民国时期(包括 8 年抗日战争年代) 。 广东近代水文测验始于 19 世纪

80 年代外国人把持的海关、铁路等部门。清光绪六年 (1880 年人二十五年(1899 年)、

一 十二年(1906 年) ，汕头、 三水(河口)和江门北街悔关分别开始观测雨量、水位和潮

水位，是近代技术引人广东进行水文观测之始 。 清末至民国初年，悔关、广九铁路公司、

教堂观测水位(潮水位〉和雨量(或只观测其中一个项目)的，计有三水(河口吁)、江

门北街、广州浮标厂、石龙北干流、黄埔、汕头、海口等七处 。

民国 3 年 0914 年) ，广东发生大洪水后，督办广东治河事宜处(简称广东治河处)

于民国 4 年 0915 年) 1-2 月派员查勘西江下游河道、基围，提出在沿江河道设立水文

测验站点的意见 。 同年 6 月至民国 5 年 (1916 年)春，广东治河处又在西江 、 北江中、

下游多处施测流量和含沙量，但时间不辰。民国 4 年 09 15 年) 7 月 20 日，在西江贝水

用葛礼公司电气流水表测得特大洪水的峰后流量，是省内最早用流速仪施测的流量资料 。

之后，在各江先后设立了一些水文测站(点)。至民国 26 年(1 937 年)全省包括水利、

海关、铁路等部门，共设有雨量站 44 处、水位站 137 处、流量站 40 处、含沙量站 5 处。

民国 27 年 0938 年) ，日本侵略军侵粤，珠江三角洲地区水文测站工作大都中断，

广东境内各测站失却联系，观测断续元时，水文工作受到很大影响。据统计，民国 27-

34 年 0938- 1945 年)间，全省先后有水位站 83 处、流量站 22 处、含沙量站 2 处、雨

量站 67 处、蒸发站 7 处 。 但受战事影响，观测年限不长，且时断时续。

民国 33 年 0944 年)夏，珠江水利局在曲江(今韶关市区)设立广东水文总站，专

管粤境水文测站 。 民国 36 年 0947 年) 8 月，珠江水利局改称为水利部珠江水利工程总

局 。 1949 年，珠江水利工程总局遣散员工，裁撤水文测站，在广东境内仅保留水文站 11

处，水位站 l 处，水文员工保留 26 人 。 县政府负责的雨量观测全部中断或停止 。 其他部

门的水位、潮水位观测则保留了江门北街海关、汕头海关、海口海关、广州电厂、广州浮

标厂等 5 处 。

总的来说，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政治腐败，广东水文观测项目少，设备简

陋，测验技术落后，观测时断时续，资料系列短，整编不规范，管理机构不健全，站点少

变动大。至新中国成立前夕，水文工作更陷入瘫痪状态 。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三年的恢复期及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1949 年 10 月至 1957

年) 。 该期间广东水文工作的任务是建立机构，培训干部，恢复、增设测站，整编资料;

执行首次颁发的测验规范，进行基本水文站网规划;开展水文情报预报，为防汛抗旱

服务 。

恢复撤销的测站和削减的测验项目，增设水文测站 。 1950 年恢复撤销的测站，全省

计有水文站 11 处、7J<位站 1 5 处、雨量站 1 处，共 27 处 。 至 1952 年全省水文测站迅速增

至 184 处，其中水文站 60 处、水位站 82 处、雨量站 42 处 。

举办水文训练班，培养干部 。 1951一 19 53 年 ，珠江水利工程总局和广东省农林厅水

利局分别举办三期水文训练班和水利工程训练班，为水文工作培养了一大批急需的干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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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 集中力量进行新中国成立前历史水文资料的审查、整编，及按照水利部统一分

工 ， 整编新中国成立后珠江流域及广东省水文资料并刊布;试行用梧州至高要的洪峰水位

相关预报方案预报， 井逐步编制各主要江河的洪水预报方案 ，为防汛抗旱提供水文预报

服务 。

1 957 年提出了 ((广东省水文基本站网规划报告 )) ，经水利部水文局(简称部71<文 局)

审批执行 。

四

1 958一1 965 年广东水文建设进入"大跃进"调整时期及第二个五年计划实施期 。 在

该时期， 广东水文工作主要完成的任务是 : 建成水文基本站网，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

革命活动 ， 普及水文预报技术 ， 开展水文实验， 加强水文分析计算研究 ，扩大服务面。期

间， 曾将水文管理体制首次"下放" 后因放松管理而 "上收"水文工作一度夸大了主观

意志的作用，急于求戚，盲目求快 ， 但不久便纳入了调整、巩固的轨道 。

1 958 年 ，初步建成水文基本站网，但在短时间内设站过多，在人员、器材充实等方

面存在较大问题 。 1 958 年广东省水电厅根据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决定，将水文分站、中心

流量站和基层测站划归专(行)署建制，由专区、行政区、县水利水电部门领导 。 这是新

中国成立后广东水文管理体制首次下放当地管理。

19 59- 1 960 年间，为配合兴修水利和工程管理需要，增设水文测站 。 1 960 年全省水

文站数 141 处，为 1956 年的1. 8 倍 ， 是新中国成立后水文站数最多的一年 ;设立径流站 、

径流实验站 、 蒸发实验站、河口水文实验站，开展观测试验研究。径流实验站因条件限

制， 未达预期效果 。 水文预报在扩大预报范围、增长预见期、提高预报精度方面，也取得

进展 19 59 年 6 月，东江出现大洪水，特别是下游，博罗站洪峰流量相当于 50 年一边，

洪峰水位为历史最高值，该场洪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东江损失较为惨重的一次洪灾 。 1 962

年 7 月 ， 西江高要站出现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 12 米以上的大洪水 。 广东省水文总站与广

东省水电厅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协作， 编制 了水文计算手册一- ((广东省水文实用手册

(1 9 58 年版 ) ))0 1 960 年，广东省水文总站与有关单位协同开展水文水资源分析计算工作 ，

取得成果 ，为短缺实测流量资料地区中、小型水利水电工程规划设计水文水利计算提供计

算方法和基本数据 。 同年，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严重的经济困难，水文工作也陷入困难局

面 。 1 962 年 6 月，广东省人民委员会(简称省人委)决定将 1958 年下放了的水文测站收

回属省建制 。 1 964 年 1 月. 广东省水利电力厅水文总站 (简称省水文总站)及其所属分

站、测站划归水电部直接领导，由广东省水电厅代管 。

五

1966一 1 976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尤其是初期 ，水文工作受到干扰破坏， 一度陷

于瘫痪状态，规章制度松弛，测报质量下降，站网规划工作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 1 968

年底，大批干部下放 "五 · 七"干校劳动 。 1 969 年 1 月，水利电力部广东省水文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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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省水文总站)并入新组建的广东省农林水战线气象水文服务站 。 同年 7 月，再次将

分站、测站下放到专区(行政区)、市，部分专区将测站下放到县 。 水文总站和分站一度

被撤销、裁并 。 1971 年省水电局复设省水文总站， 1973 年 4 月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发出通

知，决定将水文分站、测站重新收归省管，实行双重领导，以省为主 。 1975 年开始，水

电部要求，水文部门不仅要管水量、沙量，还要管水质，从而把水质监测列为水文工作任

务之一。 水电部水利司于 1976 年 2 月在广东博罗县召开南方防汛安全水文工作汇报会，

要求水文部门在特大洪水测报工作中，做到"顶得住、测得到、算得准、报得出" 1968 

年四江、北江的中下游及 1 976 年西江下游、粤西沿海诸河均出现大洪水，给该地区造成

严重的灾害 。

1973 年开始，重新编制水文要素等值线图和修订设计洪水计算方法，至 1976 年编成

《广东省水文图集(1 974 年版) ))。 根据水电部科学技术司下达的科研项目，着手组织以县

为单位编制小型水利工程简易水文计算手册 。 1976 年 3 月，省水文总站与广东省气象局

等单位协作，开始可能最大暴雨等值线图试点工作， 1978 年底编制完成 《广东省可能最

大暴雨图集 》 及 《广东省暴雨普查资料 》。

~'
y 、

1977-1999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加强管理，深化改革，按全国部

署完成了多项重点科技项目，电子计算机应用、特定流域的自动测报系统建设、水文分析

计算等领域取得了新进步，站网分析、缆道建设 、 71<质监测、特殊水情测报、科教等方面

取得了新的成绩 。 广东水文工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

站网规划工作重新启动 。 1979 年省水文总站重新编制 《广东省近期水文站网调整充

实规划 ))0 1986 年编制了近期 (1990 年以前)和远期 0990-2000 年)站网发展规划 。

水质站网经多次拟订、修改方案， 1985 年提出全省江河水质站初步规划方案，逐步实施 。

水文服务领域逐步拓展 。 1 9 77 年，开展历史洪水调查资料汇集、审查、整编和复审

汇编， 1980 年出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历史洪水调查资料 )) (共 3 册 ) 0 1979 年，编

制 《暴雨径流查算图表 ))0 1980 年，组织进行省级、县级水资源调查评价， 1986 年出版

《广东省水资源 ))0 1987 年发布 (( 1980-1985 年广东省地表水资源公报 )) ，以后逐年发布至

1993 年 。 1986 年开始逐年发布年度 《广东省主要江河水质简报 ))0 1997 年开始，受广东

省水利厅委托逐年编制发布年度 《广东省水资源公报 ))0 1998 年 8 月广东省水文局组织了

61 人的技术队伍，参加北江飞来峡水利工程大江截流工作，这是首次省局、分局共同参

与的大型测验工作，为大型测验活动积累了宝贵经验， 1999 年 7 月，珠委水文局和广东

省水文局联合开展西江、北江下游及其三角洲|网河河道同步水文、水质测验，取得宝贵

资料 。

新技术、新方法、新设备逐步应用 。 1978 年，坝。 流缆道在全省大部分水文站铺开，

虽然当时存在一些问题，但其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普查、整顿和开展试验研究，逐步达到优

质高效 。 1980 年，联合国台风业务试验的西枝江雨量水位遥测系统由省水文总站负责组

建， 1983 年系统安装调试， 198 5 年建成投入使用，这是广东省建设的首个水文遥测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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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6 年，由欧洲经济共同体援建的"北江洪水预报和调度"水文自动测报系统开始实施，

19 95 年 11 月，系统正式投入使用 。 1978 年江门潮位站首先用国产 DJ S~6 型计算机开展

潮水位电算整编，至 1993 年全省水文资料已全部实现电算整编，彻底改变以往的传统整

编方法 。 19 9 1 年广东省国家水文数据库开始立项建设 1998 年基本建成，从而改变了水

文资料的储存方式 。 1 980 年省水文总站编制了 《广东省台风暴雨、洪水、暴潮手册 >> ，开

展台风暴潮预报 1982 年起，省水文总站研制使用电子计算机进行大范围的台风暴潮预

报服务 。 1 998 年省水文局引进首台声学多普朝J流速仪( ADCP ) 在西江马口水文站使用，

这是广东省首次使用非转子式流速仪测流 。

1987 年起，广东为改变水文测站氏期定员驻测的管理方式，试行"站队结合先后

设立了潮安、水口水文水资惊勘测队， ] 993 年又再次开展英德、韶关、坪石的站队结合

工作 。 1 985 年 . 为开展水文服务和综合经营，省水文总站成立广东省水资源技术服务公

司，组织开展技术有偿服务(含分站、测站) ，试行各种类型的经济承包责任制 。 1 99 7 年

10 月，经广东省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省水文总站更名为广东省水文局(简称省水文

局) ，同年 11 月，各分站相应更名为分局 。

在此期间，出现的突tLi 71<.情有 1980 年 7 月， 雷州半岛南渡站出现了超百年来的最

高暴潮位 5 . 94 米，最大增水值 5 . 90 米居全国大陆首位 1982 年 5 月，北江中下游发生

新中国成立后最大洪水，横石站实现t 到最大洪峰流量 1 8000 立方米每秒 1983 年 9 月和

1989 年 7 月受台风影响，珠江口附近沿海一些测站最高风暴潮位分别突破新中国成立后

实测记录 1988 年 9 月，四江高要站连续出现最高水位为 1 2 . 16 米及 12.21 米的两次洪

峰，最大洪峰流量 44800 立方米每秒，是该站自 1931 年有记录以来发生在汛末的最大洪

水 。 1994 年 6 月，西江、北江两江同时并发 50 年一遇左右的特大洪水( "94 . 6" 特大洪

水)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洪水，也是 20 世纪仅次于 1915 年的大洪水;同年 7

月，西江、北江再次发生大洪水，西江干流洪水仅次于 "94 . 6" 特大洪水 。 19 98 年 6 月 ，

西江出现特大洪水，高要水文站于 6 月 28 日出现 13.32 米洪峰水位，最大流量 52600 立

方米每秒，为 50 年一遇~ 1 00 年一遇洪水 。

七

2000-2007 年，广东水文事业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方向不断发展 。

2001 年 10 月，广东省水文局升格为副厅级事业单位，内设 7 个副处级处室 ; 属下 10

个分局级别相应升格为副处级 。 2005 年 7 月，省水利厅下发 ((关于水文测站机构改革方

案的批复 >> ，明确同意广东省水文局在全省设 14 个正科级水文勘测队和 13 个副科级重要

水文站 。

2001 年 1 月 省水文局编制的 《广东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 》 经广东省发展计划委员会

批准， 2002 年 11 月开始实施 。 2004 年 7 月，省水文局编制的《雷州半岛地下水监视。规

划 》 通过省水利厅评审。 2005 年，省水文局组织开展广东省水文站网评价与发展规划工

作 。 2006 年，珠江委水文局和省水文局联合编制 《珠江三角洲水文站网规划 >> ，通过珠委

会同省水利厅组织的评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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