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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山彝族自治县第一部关于水利的志书问世了，这是一件值

嵛庆贺的事。志书以大量的教椐和实例，客观地总结了峨山治水，
菅水、用水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兴利除害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水是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峨山人民古往今来都十分重视，、

一但由于全县地理环境相对高差较大，形成了水资源分配的不平衡

·性，。进一步加剧了山区少水地方的需水矛盾，遇上春旱年案连人

畜饮水都十分困难。勤劳智慧的峨山人民，为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根除水害，遵循科学原理，在山涧峡谷、河流岸边及平坝地
区，建成一大批蓄水，引水，提水，排水，拦河闸度人畜饮水等

。工程，这些水利成就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发挥着综合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

峨山农业经济主要制约因素是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来，为加强农业后劲，发展农业经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

设，并大力挟持和鼓励群众兴修水利，在认真总结二十世纪五十

年代后期搞群众运动治水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制定了相应的政

策，稳定了水利设施的权属关系，明确了水利管理中的责，权．

利，逐步制定完善和落实了水利管理措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对新建，续建和配套的水利工程设施建设，稳步实行民办

公助，以工代赈等办法挟持发展，并针对山区治水效益差．投资

大、群众负担重等情况，从实际出发，对一些重点解决人畜饮水

^的老大难工程，容易引起水事纠纷的工程、开发价值大的工程，国

家在资金、技术上给予了重点挟持，以解除人民的疾苦，增强发

展后劲，促进民族田结。

从历史上人类向自然界进发和治水的经验教训中给予我们深

刻的启迪，在合理开发森林资源、矿藏资源、水利资源等的同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时，一定要注意涵养水涎，固本清濠，在水库径流区，水源保护

区．江河湖堤水坝上一定要保护好自然生态环境，注意自然综合

平衡，采取生物夏工程措施，让水源远流长，永续刺用，这是令

人和后人都要不道余力的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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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宝贵的资源、是人类乃至一切生物幸夤以生存繁衍的基本

条件，水利事业是对水进行开发利用，兴利除害的根本之计，与

国计民生紧密相关。在我国治水历来为世所重，。搿水利是农业的

’命脉"早已为我们的祖先所认识，中华民族世代相沿，治水不

．止，成效卓著，英杰辈出，载之于史籍经传，见诸于方志碑记·

水利成就历来被视为显著的治绩，’治水称得上历代兴国安邦的重
要之举． ，

中华民族具有优良的文化传统，重视蝙患修史，总结历史经

验，弘扬氏族精神，激发爱国主义。我们应该继承这一传统，发

扬光大。盛世修志，历代皆然，鳊纂‘峨山彝族自治县水利

志'，承先启后，实为必要。

峨山县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山区县，地理环境形成了水资源

在时空分布上的不平衡及水土资源不协调的特征，水旱灾害历来

威胁着人民的生命财产，故历代治水不懈。远在明清及其以前，

近至今日，峨山各族人民都把兴办水利作为大事认奥对待。兴利

除害，设堰修渠灌溉农田，筑堤设防抗御洪灾，固本清源保护生态

环境，育林护堤重视生物防治，重建勤管用水有章，总结了许多

宝贵的经验。特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峨山水利建设事业

有了较大的发展，针对峨山彝族自治县自然特征，因地制宜地坚

持搿以蓄为主，群众自办为主，小型为主一的水利建设方针。采
取了骨干工程与小型工程相结合，蓄提引蓝举的布局措施，各族

人民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建成了一大批水利工程，大小库塘呈
罗棋布，沟渠闸坝及泵站形成灌排自如的系统，抗旱防洪能力有

了较大提高，电力建设得到稳步发展，渔业事业具有一定的规

模，寿发展域山工农业生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水利兴，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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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目前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改善和提高。中华人艮



凡 例

一．‘峨山彝族自治县水利志》，以马列主义，毛译东思想

为指导，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

主义的观点，本着搿详今略古，存真求实矽的原则，编纂具有思

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相统一的专业志。力求体现新观点，新方

怯、新材料。 。

二．本志取事上限不限，下限至1988年。个别地方适当延长。

三，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作为基本体例，采取

以类系事，设章，节．目，随文配以图表。

四，本志对历史纪年，地理名称，历代政权官职等，均依当

耐当地的历史习惯称呼，历史纪年加括号注明公元年号，地理名

称加括号注明今标准地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书公元年号。

五，本志凡提及的搿党"，均指中国共产党，“省委黟，

。地委黟，“县委，，、“党委一，“党支部一，均指中国共产党

；的各级组织。

六，本志中的计量单位，采用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地面高程采用海拔高

程。流量单位采用秒立方米，体积容量单位采用立方米。引用历

．史计量单位时，均换算成法定计量单位。

七，本志数字的使用，按国家语委等七部门《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八，本志中避免使用不具体的时间代词和概念，引文及未用

名词注释，采用页末脚注。

九，本志水利投资，使用水利部门年报统计数据。社会经济

数据采用县统计局资料。水库，水文特征值采用1983年《峨山县

三查三定综合报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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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蛾山彝族自治县地处滇中南部，地理位置东经101 0527～

102。377，北纬24 0017～24 0327。县境东连玉溪、通海，南接石屏，

西南与新平接壤，西北与双柏隔江相望，北与易门、晋宁毗邻。县境

地域东西长74．6公里，南北宽56．7公里。地貌特征为西北高，东

南低，山区面积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96％。蛾山系多民族聚居

县，1988年全县共辖8个乡，4个镇、73个村公所(办事处)‘

563个自然村．586个农业合作社及国营化念农场、玉白顶林场，

总人E1131025入，其中农业人口116896入。全县有彝族、汉族，

啥尼族，回族、蒙古族等22个民族，彝族占全县总人数的50．31％。

全县总土地面积1941平方公里(折合2911500亩)2，其中耕地面

积170516亩，农业人均耕地1．46亩。入口密度每平方公里67．5

人。全县工农业总产值9799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5017万元，占

51．2％，农业总产值4782万元，占48．8％。农业人均纯收辱
602．49元，人均产粮361．73公斤。

·

峨山地质处于康滇东界，除下古生界寒武系，奥陶系，志留

系和下古生界二叠系及上古生界二叠系等地层缺失外，其它均有

出露，中生界地层占总面积的60％以上。

全县平均海拔1691米，最高海拔2583．7米，位于高鲁山主峰

西侧的火石头山。最低海拔820米，位于绿汁江出境处的三岔河口。

县境内平坝、河谷、丘陵山地交叉分布，地形大体分为小盆地、

诃谷地、山原地三类。
。

’、 ’

，

全县森林资源，据1985年峨山县二类森林资源调查，国营和

集体林业用地2440381亩，森林覆盖率达26．8％。

蛾山地处低纬高原，一年四季光热量较多，季风气候较为明

显，冬季盛行干燥的大陆季风，夏季盛行湿润的海洋季风，形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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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暖夏凉、冬春干旱、夏秋多雨的气侯。全县年平均气温15．9。C，．

最热月平均气温21．1 oC，最冷月平均气温8．50C。年极端最高气
温32．6。C，最低气温一5。C。

。

全县年平均降水量964．6毫米，旱季(11月至次年4月)降
水量占全年17．2％，雨季(5月至10月)降水量占全年82．8％。

降雨分布特征，山区大于平坝区。年平均径流深258毫米，河谷

地区160毫米，山区380毫米。年平均降水量18．72亿立方米，年

径流量5．009亿立方米。入县水量14．341亿立方米，出县水量

18．899亿立方米。平水年可利用水资源量o．906亿立方米，现有

水利设施可控制水量o．793亿立方米。水能蕴藏量2．817万千瓦，

可开发利用量1．69万千瓦。多年平均陆面蒸发量650,-,,730毫米。

全县境分别属珠江、元江两大流域，珠江流域面积500平方

公里，主要河流有猊江，练江，绿冲河，莫车河等；元江流域面积

1441平方公里，主要河流有绿汁江，甸中河，大龙潭河，化念

河，罗里河，亚尼河等。

全县气象自然灾害特点，夏秋洪灾，冬春干旱，尤以春旱出

现频繁，夏旱偶有出现。据不完全记载，从明天启年问至1988年

367年间有49年发生较大洪涝灾，26年发生旱灾。 霜，雪，雹、

风等灾害亦时有发生。

全县水土流失，由于历史上人类活动频繁，加上森林资源分

布不均，地表径流失去森林植被的调节，地下水源减少，部分泉

水枯竭，雨季洪水横溢，河流泛滥。据1982年调查，全县水土流

失严蘑面积126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甸中，大龙潭，绿汁江流

域及化念坝的面山)，占全县土地面积的6．5％。 ．

峨山各族人民为了生存与发展，与洪，涝、旱等自然灾害进

行了不懈的斗争，筑堤防洪、挖沟排灌，建坝蓄水等工程累建不

止。人民群众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因地制宜地对水利资源进行了

开发利用，水利设施有兴有废，有筑有圮，至1949年止，全县共

建有小塘坝lo个，蓄水能力53．8万立方米，灌溉面积780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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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河箐建设引水灌溉及人畜饮水大小沟渠2041条，总灌溉面积

．22120亩。历史上的护江河堤防洪工程，主要为木桩扎把辅之植

树育林固堤。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峨山县委和政府遵循毛泽东主席关

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教导，组织带领全县各族人民以治水为

串心，几度掀起了水利建设高潮。1950"--'1952年，根据西南军政委

员会关于“恢复整理小型塘坝工程”的指示精神，对全县1日有塘坝

韵淤塞及年久荒废失修工程组织群众修复利用，监兴建了3件

小(二)型水库和14座塘坝工程，1953",-'1957年，贯彻中央“以

蓄为主，大力发展群众性小型水利，，的方针，在全县范围内广

泛开展了小型水利建设，此间有一件中型水库、5件小(一)型水

库、6件小(二)型水库和6Z件小塘坝工程相继动工；1958一,,1960

年，根据党中央提出“蓄水为主、小型为主，社办为主黟的水利

建设方针，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兴修水利作为农业的根本大事来

抓，，全县掀起了水利建设的高潮，在续建完善一件中型，5件小

(一)型水库工程的同时，又动工修建了一件小(一)型、5件

小(二)型水库和24件小塘坝工程，1961---1966年，根据党中央

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黟及云南省委提出“蓄、提，引
并举，大中小结合，因地制宜，多种多样黟的水利建设方针，全

县坚持自力更生、依靠群众、勤俭办水利的原则，兴建续修了2

件小(一)型水库，10件小(二)型水库，60件小塘坝及部分

引、提水工程，1967N1976年，水利建设继续坚持口以蓄为主、小

型为主，群众自办为主，，的方针，全县人民发扬“愚公移山，改

造中国一的精神，在高山深箐之中，移山筑坝，凿岩开沟，大建

台田台地，并继续兴建完善一件小<一)型水库、8件小(二)型

水库及83件小塘坝等工程。同期全县治理猊江，练江，甸审河，

岔河河，化念河等工程相继动工，1977"-'1978年，根据党中央大

搞农田基本建设及云南省委提出“以治水改土为印心j实行山，

水，田，林，路综合治理黟的精神，对全县易涝田及不规则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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