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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水资源是人类生存环境和社会经济建设必不可少的要素。作为观

测，收集，分析、研究水文水资源信息及其动态变化规律的水文学科

和行业，是社会发展、四化建设所必需，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和前

期工作。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40多年中，全

省广大的水文工作者在艰苦条件下，无私奉献，长年累月坚持战斗在
深山峡谷和江河湖畔，和狂风暴雨、洪水激流搏斗，完成了各项观测

工作，并进行分析研究。历年来，科研成果累累，共获得省、部级优

秀科技成果奖23项，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o

《江西省水文志》是我省第一部记述水文事业的专业志书。她全

面系统地记述了江西省水文工作发展的历史和现状。记述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40多年来，在中共江西省委和省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

业务部门的指导下，经过金省水文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在站网建设和管

理、水文测验和资料整编、水文情报和预报、水资源保护和开发利

用、水文分析研究以及专题实验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了水文
事业发展的曲折过程。为各级领导机关制定水利建设规划和指挥防汛

抗旱斗争，提供了决策依据，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可以

预见，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省水文工作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必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在经济建设中作出更大
的贡献。

《江西省水文志》，内容丰富、资科翔实、扑实简洁，文风严

谨。她的出版，是我省水文系统的一件大喜事，值得祝贺o

． 弓靛龟两
． 诛¨闪哥三月九曰

作者现任中共江西省委常委、省委农工委书记，省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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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江西省水文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为指导思想，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通过
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和中国江河水利志研究会学术部制定

的《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1990年7月20日)进行编纂。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处理各项资料，力求达到思想

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使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服务。

二、《江西省水文志》是记述江西省水文事业发展的条件和依据

以及历史和现状，运用方志理论对江西省水文事业作历史地、全面地

和科学地记述的专业志。编纂时，坚持。存真求实一， 。统合古今，

详今明古，古为今用，重在致用詹的原则，同时，运用新观点、新方

法和新资料，力求全志具有鲜明的专业性、地方性和时代性。

三、金志上限始自用近代科学方法进行水文测验工作的清光绪十

一年(1 885)，下限，除另有说明外，均断至1990年，取事重点为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志文内简称新中国成立后)。

四、《江西省水文志》按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志、附录和

修志始末次序编排，图：表插入有关章节，并刊有照片。全志以志为

主体，以符合水文科学专业特点确定章节，横排门类，纵述始末，横

不缺项，纵不断线，以类系事，以事系人。全志采用多章并列，．共13

章73节，节下序号，按一、 (一)、1、 (1)层次书写。文中的注
释，采用随文同页下端加注的办法。

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以时为序，纵贯古今。

鉴于已单独编印《江西省水文工作大事记》、(1 885m1985)，《江西
省水文志》内的大事记，则扼要记述。

志文第一至第三章，分别为地势、水系、土壤、植被，水文特征、

水资源和机构、队伍。第四至第十一章，分别为站网规划、站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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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水文测验、水质监测、水文调查、资料整编刊印、水文情报预报和
水文统计分析，这些章，为水文事业的基本工作和服务内容。第十

二、十三章，分别为实验研究和鄱阳湖水文气象实验，为江西省主要

的专题研究项目和特有的实验站。

五、文体，一律采用语体文、记述体，文风力求严谨、朴实、简

洁，除概述外，皆述而不作，。寓褒贬于记述之中。 ’，

．：六、历史纪年，1 949年5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南昌市以

前，沿用当时的历史年号，每章第一次出现时，用括号注明公元纪
年。历史朝代年号，在同章中出现较多、‘时间接近、便于推算时，则

不一一加注o 1949年5月22日起，二律以公元纪年。表格内的历史纪

年，一律以公元纪年o

七、机构名称，每章同一机构多次出现时，第一次出现时书写金

称，用括号注明简称，再次出现时，则使用简称。中国共产党江西省

委员会、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江西省人民政府、江西省革命委员会、

江西省水利厅、江西省水利电力厅、江西省人民政府水利局和江西省

水文总站在志文内分别简称为中共江西省委、，省人委?省政府、省革

委、水利厅、水电厅、省水利局和省水文总站。 ∥ 。吒

各地区(市)水文站和鄱阳湖水文气象实验站，在志文内简称为

各地市湖水文站o

八、各个时期的地名，以当时的名称记述，同一地古今地名不一

致时，用括号加注今名。

九、金志数字的书写，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7单位1987

年1月1日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十、简化汉字，以国务院1964年公布的《简化汉字总表》为准。

十一、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为准。 r

’

十二，获奖的科研题，按当时向上级呈报的报表内容填写，凡当

时呈报表内未列课题负责人的，不再补填。

十三、。一百多年来，省内水文测站变动频繁，文书档案内的统计

数字有前后年不一致之处．修志过程中，根据历年文书档案，《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文年鉴长江流域水文资料》(简称水文年鉴)和考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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