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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县地处黔西北边陲而与四川一衣带水。有赤水河南北贯穿全境，船舶上溯可抵茅

台，下行沿长江可达上海。有公路与毗邻衔接，车辆多往来于JiI黔两省之间。域内物产丰

富，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市场活跃．水陆交通方便。 ．

赤水始有交通航运为先。公元二二三年早有鱼舟出现，明代即有大量船筏驶往长江，

清初已成jil盐入黔四大口岸之一。航道开凿更是历史未断。自明朝以迄于今几经整治与开

拓，域内73公里干流航道常年均能通行机动船舶。有先进交通工具曾为省内最早之县。一

九二四年即有小汽艇行驶于赤合段河道，一九二七年又有小汽车由东门驶往小关子公路’

但均因当时历史所限而仅成坛花一现的奇闻。解放以来由于党和人民政府重视交通运输工

作，自一九五七年起至一九八五年采用民办公助之法，先后建成了4 2 4公里的公路和总长

1081公尺的百米以上大桥7座，在全县35个区乡中实现30个通了汽车等机动车辆的愿望。

全民集体和个体等交通运输事业也随历史车轮运转而逢勃发展起来。

赤水交通的悠久历史虽早为一些方志所载，而写出完整的交通专业志书则亘古未曾有

之。昔日之是非，先人之功过，事业之成败，历史之盛衰，后人弗知。今为借鉴古人．诲

之来者而作此抛砖引玉之赤水县交通志。

赤水县交通志编篡过程先后为五年，共分两次组织人员编写。第一次从一九八一年起

由李世槐负责建立编写组。收集了部份资料后．因机构改革涉及人员变动，导致稿未成而材

料又失散。第二次从一九八五年起由顾先华负责建立编写组，由彭成文任主编、徐盛福，

喻静宝为编者，相互合作．共同努力，于一九八六年春写出了下限为一九八三年的试写稿。

同年末又接县志编篡委员会通知将下限改为一九八五年底，自此，又由彭成文恢复了补充

资料的收集和粗加工，并将整理后的稿本原件转请县志办梁云星主任帮助改写。为了在史

德上做到既不为权势所届而隐其恶，又不为权势所诱而为之吹捧，也不肯定一切而为其锦

上添花．更不否定一切去搞落井下石，力求较为准确地达到求实存真之目的。一九八七年

底我和王质彬两人又对改写过的全部篇幅再度作了推敲和详阅，最后于兔年除夕之前完成

了赤水县交通志的编审和定稿事宜交付出书。

赤水县交通志的整个编篡过程中还有许多单位和人员，从提供资料到核实文稿都给予

了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在成书的同时一并向所有热心为本志服务的部门和人员致谢。

赤水县交通志虽历经几年并数易其稿而达成见世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和许多档案不全

及少数史料难得。加之我们对编篡工作缺乏经验与文笔欠精等情况。书中的疏漏和谬误之

处仍然是在所难免的。敬望读者鉴谅。

赤水县交通局局长李寿文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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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水县交通志

第一篇绪 论

第一章概 述

赤水县位于贵州省西北角，横跨东经105。36，25，，至106。147 58∥，纵连北纬28。02，至

286457 58∥．东西部与习水县接壤。西南部与四川古蔺，叙永县毗邻，北部，东北部与四

川合江县山水相连，幅员面积1864．44平方公里。一九八五年末总人口25万多人，其中苗

族同胞3．000多人。隶属遵义地区行政公署。

县境地处贵州高原向四川盆地下降的斜坡下部。东南高，西北低，赤水河及其支流习

水河均从东南向西北贯穿全境，形成鼹谷一粱冈面坡．土地肥沃，气象温和。雨量充沛，

盛产水稻，红薯、玉米，小麦，红粮，甘蔗、花生、茶叶，水果、楠竹、术材，地下资源

有天然气和盐卤，轻化工业比较发达，大型厂矿有赤天化和华一纸厂，全县6个区，36个

乡镇，其所在地多分布予沿河两岸。

县城位于县境西北角．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与四川省合江县九支区治所

九支镇仅一水之隔，有横跨赤水河的大桥相通，历来是川黔边境重镇和川盐入黔的四大口

岸之一，民国年间川南边防军司令部常设于此，曾先后为仁怀县，厅治所。今已成为水陆

交通枢纽，水路上通茅台，下至合江，朱杨，江津，重庆，武汉，南通。公略赤合线，赤

泸线，赤叙线，赤蔺线，赤桐线及其支线与赤水河交叉形成网状，连接川南黔北各地，并

有轮船和汽车相通。

境内气侯有川南高温湿润和贵州高原乍寒乍暖的特征。气温一般随高度增加而降低．

民闯有。十里不同天，数步不同主’ 。山下桃花山上雪，谷底正是炎如炽’之说。年平均

气温18．1℃，7月为最热，平均气温28．0℃I 1月为最冷，平均气温7．9℃-雨量年平均

降水为l，288，8毫米，一般在3月份雨量开始增多，4月份进入雨季．6至8月雨量集

中，占全年总降雨量的44％．多年平均雨日183．3天，日照129'／．7小时。一般年最，提度

大，无霜期长，冰雹较少。造成灾害性的时阍不多。沿赤水河及其主要支漉大同河，习水

河两岸海拔4 00米以下的河谷丘陵地区，夏季炎热，冬无严寒。海拔4 00米歪8 oo米之间

的半高山地区，气温宜人。海拔8 oo米以上的赢山地区，夏无酷热，冬有严寒。

赤水河历年水候情况是：赤水港最高水位为一九一八年七月二十二日的237．50米，其

次为一九五三年九月六日的236．99米，再次为一九八三年七月十四目的232．70米，最低水

位为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日的223．47米．以最高水位和最低水位相比，相差水位为14．0 3



米，除此类少数特殊情况之外，多年平均水位为2 24。30米。最大流量为一九一八年七月

二十二日的10600秒立米，最小流量为一九七九年四月三十目的23．5秒立米，除最大流量

和最小流量的相比悬殊极大外，多年平均流量为2 51秒立米。最大迳流量为一九六八年的

124．6(108)秒立米，最小迳流量为一九六三年的49．77(108)秒立米，除此类极个别情

况外，多年平均迳流量为78．4(108)秒立米。最高降水量为一九六八年的1621．6毫米，最

低降水量为一九六三年的884．2毫米，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209．7毫米。最高降水日数为一九

五七年的2 lo天，最低降水日数为一九七八年的l 60天，多年平均降水日数为189天。最高

日降水量为一九七七年的139毫米。最高日蒸发量为一九七四年七月三十一日的15．9毫米。

自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八五年之间，赤水港共涨洪水6次，其中特大者为一九五三年九月六日。

县境之内水候异常情况较少，对交通安全带来的危害不多。

境内溪河纵横．赤水河的千谷百溪中，在境内的支流有36条，构成网状分布。为干流

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给开辟水上运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代，赤水河的排筏流放量

很大，舟楫已相继而通。陆上修建了贵播驿铺桥道于两岸，并逐步开辟了通往毗邻行政区

的道路，开始初步形成运输网点的骨架。清代初年，赤水河已开辟成Jfl盐入黔四大口岸之

一，当时的仁岸，合江至境内沙弯塘(今鲢鱼溪码头)已常年通行木船，担负食盐和手工

业品入境和农副产品的出境输出任务。治所至猿猴闻已通鳅船。贵播路已成商贾往来的通

道。川东川南一带的商贩逐步进入境内经商。有的定居下来促进了境内工商业的繁荣，文

化事业的发展也得到了促进。清乾隆年闯，赤水河首次进行了开辟性的整治，厅城至茅台

问的航道基本开通，除马桑坪至二郎滩段因螟蚣岩特险碍航外，其余均已分段通了木船。

赤水河的水上交通得到了开创性的发展。除下水运铅外上水运输每年还要担负l，800万斤

左右的运盐任务。与此同时，赤水河的支流大同河，习水河均已问通舟楫。赤水河已成境

内运输业的露要支柱。清光绪初年。赤水河又经一次大整治，并同时修整了部份运盐早

道，进一步发展了水陆交通，促进了文化和商业的繁荣。境内通往泸州，合江，古蔺，叙

永，仁怀等地的早路已逐步整修成比较宽敞的石板大道，光绪十年增修仁怀厅志曾日：仁

怀厅城，陆通滇黔，江连吴楚，北控嘉永，南跨泸合，东七百里至遵义，西九百里至成

都，证明了当时的水陆交通已经是比较发达的。

民国前期和中期，赤水河未能疏浚，不通航河段仍然阻隔，通航河段也因无人养护，

有的通者复雍和滩多流急，使交通事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在此期间，猿猴，士城等场镇发

展了驮马运输。民国初年至民国三十年之间，赤水河入黔的食盐运量每年为9，000万斤至3

亿斤。民国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导淮委员会受命褴治赤水河，使70至80％的浅碛险滩得

载治理，凿通了紊不通航的猿猴滩，赤水至茅台的著名险滩除蜈蚣岩外，经过整治多化险

为夷，航行时间缩短了三分之一。民国三十五年，对赤郎段险滩的后遗工程又经过一次重

点整治。使z5吨的牯牛船开始直航二郎滩，改变了赤水上游河段分段航行的局面。合江至

茅台2 58公里航道中，除二郎滩到马桑坪仍须陆运外，其余均能颐利通航。此时，境内赤

水县木船运输业由清代的一两百艘鳅船发展到前梢后橹为特征的牯牛船和以舵为特征的近

千艘各型木船，赤水河的盐运量每年达七至一十四亿斤。水运在全县没有通车公路的情况

下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赤叙公路只修了新西门到甲子口的两公里赤兴马路，赤桐公路虽曾经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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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的修筑但始终未能完工。陆路运输仍靠人力背负和挑抬与畜力驮运，陆运的数量因而

不多。从仁岸入黔的川盐，从川南边境和黔西北运出的矿产，粮食及农副产品等则主要靠

赤水河承担，赤水河发挥了运输线上的骨干作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赤水解放以后，人民翻身作主和运输生产力得到解放的同时，

人民政府制定了适应当时情况的交通运输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和新的规

章，水陆运输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一九五一年实行联合运输后，生产关系相应

得到改善，运输潜力有所发挥。但由于一九五零年境内土匪扰乱，中断交通，加之一九五

一年改组运输业工会和同业公会和一九五二年水上民主改革都缺乏经验，约4 oo多艘木船

因营业枯淡长期停靠而朽坏，或因怕当资产阶级而将木船放至四川出卖，损失了一批运

力。一九五三年九月六日赤水河遭受特大洪水冲击。不少航道和纤道毁坏相当严重，航运

业务一度中断，质量较差的船只无力修冒 木船数量和吨位又有所减少，故在一九五六年

运输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全县建立的12个运输生产合作社。入社木船仅3 80艘，载重

量只4991吨，社员约2000人左右。此后，由于被毁河道经过抢修恢复，航道和纤路都同时

得到了改善，加之生产关系改变后措施得力，从而使运输生产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比

建社前的联合运输阶段的货运量和货运周转量提高30至60叻。集体企业也开始发展了机动

船舶运输业务，县境民间运输队伍获得了振兴的生机。但是不久又被一九五八年刮起的共

产风，将集体运输企业盲目并入国营以及自然灾害，大跃进等带来的经济困难，在波及各

行各业的同时也使运输业遭受挫折，货运周转量下降60％左右。木船减少到1 80艘。载重

量3，449吨。一九六二年恢复集体经济后运输业才逐步复盎。县内的国营航运公司和主要

集体企业长征木船运输合作杜(以下简称长征杜)，直到一九六五年方摆脱自一九五九年

以来长期亏损的局面。

一九五九年初，赤桐公路开始通车，逐渐发展了汽车运输。至此。水陆运输得到并肩

发展，年货运周转量从一九五九年的212万吨公里，至一九六五年提高到1 2ll万吨公里。

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九年，水陆运输生产均遭到严重破

坏，货运周转量下降到1000万吨公里以下，国营航运公司和长征社又再度陷入亏损之中。

长征杜不但把多年积累的公积金耗去17万元，而且负了新债20万元，直到一九七一年国营

航运公司和长征社才由亏损转盈。干流的企业出现较好转机的同时习水河的木船运输，又

由于一九七六年四川I合江在潜鱼洞筑坝发电而截断了航线，长沙航管站所属的专业长航船

只全部均被淘汰。

一九七零年以后。境内交通建设的发展达到了高潮，63呖的公路是一九七零年至一九

八五年之间建成的，有30个乡镇通行了汽车。特别是省管赤桐公路境内的69公里曾先后3

次进行了整修和加宽，新建了横跨赤水河，大同河，习水河的7座公路大桥，8处车渡，

新建和扩建了港口码头lo余处，其中现代化客货运输码头3处，从丙安至茅台的机动船航道

也相应得到了改善。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六年，围绕赤水天然气化肥厂的兴建，重点整治

了赤水至合江段航道。保证了重量达6 oo吨的大件化肥设备从赤水河安全运达工地。由于

航道的扩宽加深和助航导航设备的进一步改善，赤水河合江至赤水段巳经建成六等航区，

赤水至土城段已达到了七等航区要求，为提高航行速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机械化程度较

高的轮船公司船厂，建成了西南地区第一座自动化升降船台，进一步改善了船舶的修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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