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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河南的涡河，经亳县纳惠济河滚滚东流，至怀远汇入淮

河。面积二千多平方公里的涡阳县就位于她的中游。县城临水，

宛如嵌在涡河上的一颗璀灿明珠。

千百年来，涡河哺育着两岸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但在旧中

国，由于人民对大自然认识不足，加之历代统治者轻视、破坏治

水，水系紊乱，灾害频繁。如一九二一年、一九三一年大雨成灾，

涡阳境内一片汪洋，良田淹没，民房倒塌，死亡枕藉。一九三八

年；花园1：／狄堤，黄水夺淮而下，浊流漫天，’涡河淤塞，哀鸿遍

野，人民苦不堪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貌换新颜。在毛主席。一定要把

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百万愚公战天斗地，大搞水利建

设，以涡阳闸为枢纽的主体工程和灌排网工程相继投入使用，改

善了排灌条件，大大提高了抗灾能力。农业兴，百业旺，人民安居

乐业。只有社会主义的今天，涡河才能发挥她越来越大的效益。

清代大方志学家章学诚有言： “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

史，其义一也"。(语见《代大名县志序》)又日：“志乃一方之全

史。"志和史互相补充，相辅相成。史书提纲挈领，而志书则能

。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读史之无。"因之，地方志书的



编纂，历代为人们所重视。建国以来，翻天覆地，成就伟大，编写

观点正确、内容详备、体例完善的新方志，使我们“前有所稽，后

有所鉴”，这不仅是四化建设的需要，也是造福后代的好事。

根据这样的宗旨，我们在县委、县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县地方志

办公室具体指导，于一九八一年下半年组织力量开始编纂《涡阳

县水利志》。其间历时两年，六易其稿，凡七章二十九节，约十三

万字。一般段限一九四九年一一一九八一年，自然地理及有关历

史，远溯古代。内容方面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力求以涡阳地

域为经纬，以水利事业为中心，向深度和广度展开。

《涡阳县水利志》如能在建设新涡阳的伟大进军中作出点滴

贡献，’贝13是我们的最大愿望。 、

涡阳县水利局

一九j,＼--年九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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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地貌地质
●

．第一节地、形

本县为82．4％早期河间平原，17．6％黄泛区平原。在河间平

原上，由于降雨河流的侵蚀作用和人类的长期活动影响，形成零星

湖坡洼地和庄户地。自然坡降约1／9000，平缓坡度由西北向东南

倾斜，黄泛区平原分布在涡河两沿从上游至下游，宽度逐渐减

小，呈“V"形分布，＼其地面高程一般高出两边河间平原区地面

l米左右，是涡河的天然堤防。
’

．

涡北有七座残丘小山，孤不成岭，占地总面积约6平方公

里。龙山，座向东北，海拔高度105．3米，距县城14公里。东山，在

龙山集东2．5公里，又日张山或蜘蛛山。西山，在龙山西2公里，又

日塔山或凤山。石弓山与龙山同向，距县城30公里。三峰弯曲，

颇似弓形，故得名石弓山。郭独山，又日嵇山，位于石弓山东3．5

公里，山南有“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墓。齐山，距县城3 4公

里。辉山，距县城35公里，山多黄石，，又日黄石山。

历史上；本县易受涝灾的低洼地区，俗称为。湖"。其龙山

湖、朱郁湖、清游湖、白湖、临湖等，历经治理，已改变面貌，

将建成为稳产高产的产粮区。

县境内主要水系有涡河、鲍河、北淝河、西淝河，顺地形走
l



向东南。涡河水系控制面积约占金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余为

鲍河、北淝河、西淝河控制面积。 ．

涡河，源于河南省开封境黄河大堤以南，上游在河南境内双

干河道，北干为惠济河，南干为，涡河，在安徽亳县境内汇合，流

向由西北而向东南，经涡阳、蒙城至怀远县城北注入淮河，总流

域面积1 5，905平方公里，在涡阳境内长55公里，流域面积1，268平

方公里。

北淝河，发源于河南商邱，经安徽亳县，涡阳、蒙城、怀远

至沫河口入淮。53年兴办引淝入涡工程，太清官集以上分别由五

道沟、青羊沟两处截入涡河；以下，仍属北淝河水系，涡阳县境

内流域面积280平方公里，长1 6公里，流向东南。

鲍河，系浍河支流，源于河南省黄河故道南岸，经商邱、虞

城、夏邑及永城四县，流入安徽亳县，涡阳至濉溪临涣入浍河。

全长17 5．5公里，流域面积1，193平方公里，在涡境流域面积262平

方公里，长22公里。

西淝河，上游称清水河，源于河南太康马厂集，至安徽亳县 ．

以下始称西淝河。51年治淮工程曾将王河口以上之清水河自油沼

河引入涡河，所以现在的西淝河起源于王河口，东南流经太和，

涡阳、利辛、颍上至凤台峡山口入淮，全长167公里，流域面积

3，470平方公里。在涡境内长8公里，流域面积2 63平方公里。

． 第二节地貌地质．

淮北平原从第三纪以后，_直是河流和湖泊的间断沉积场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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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涡阳县的地质结构，为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发育而成。土壤分两大

‘’类：即砂姜黑土与黄潮土，砂姜黑土类的淤黑土，面积较大，为

黄潮土与砂姜黑土之过渡地带。 ，

．涡阳县地面高程为2 6．5军_3 3．5米，(废黄河口零点自西北向

东南缓倾，涡北石弓山，龙山、曹市一带有零星隆起山丘，其高

程为42至105．3米。 、 ’，。

境内河流均属淮河水系。涡河河床略有下切，但河流两侧的泛

滥堆积带则高于河间地区，为搿堆积型河流"。区内鲍河、武家

。河、北淝河，西淝河含沙量小、切割能力强。河谷内河漫滩较窄，

+；漫滩标高稍低于河间平原，为_侵蚀一一堆积型"河流。
!

县内有巨厚的第四系松散沉积物发育，其下隐伏有寒武系．、．，

奥陶系、石炭系和二迭系地层。涡河以北出露的零星山丘贝l】为寒

武系灰岩和泥灰岩所构成。由于构造运动的差异，第四系的厚度

：各地有所不同，涡河以北较薄、南部较厚，为70～600米，涡河以
。

-+

，．南大干200米。

2 第四系中7下更新统(Q l一2)：顶板埋深85～120米，为厚层

?；粘土、亚粘土及厚度不等的中细砂、砂砾石层以及薄层粉细砂组成

：的河湖相沉积。
：

上更薪统(Q 8)：顶板埋深约为45米左右，厚约40～6Q米，

：为厚层亚粘土夹薄层条带状细砂层或粉砂层，亦属河流沉积。．一
：

全新统(Q 4)：。为全区最新河流沉积物，古河道自发育方向

8与现代河流基本一致，为西北一一东南向。总厚为30N5 0米，分

．为上、中．，下三段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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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全新统下段(Q三)：厚约20～25米，有两个韵律层，下部

韵律多‘为浅黄色粉砂或亚砂土与青黄、褐黄色亚粘土呈互层，上

部韵律厚约10-'--12米，为薄层浅灰色粉细砂、细砂与青黄、褐黄

色亚粘土互层。其顶部有一层厚约3～5米黑色淤泥质监含有机物

的亚粘土。 ：

全新统中段(Q耋)：厚约16～23米，．广泛出露于地表，岩
’

性为青黄杂色、褐黄色亚粘土与浅黄色亚砂土及浅灰色、浅黄色

粉细砂、中细砂互层；在古河道带内砂层厚度增大，以中细砂及

粉细砂为主，，砂层埋深多在4～19米左右，含白色淡水螺蚌等石

化程度不高的化石及碎片，在青黄杂色亚粘土内含大量钙质结核

及铁锰结核。

全新统上段(Q主)：分布在现代河流两侧的泛滥带内。在

涡河及其主要支流两侧多有厚约1～3米灰白色粉砂或亚砂土，远

离河谷的泛滥带内多为棕红色亚牿土，厚度由1．5米变化到o．5
～

， ．

米。

’第三节水文地质条件

一、含水层分布及富水性

根据浅层全新统含水岩组的富水性，可分为三个级别韭进行

◆ 分区。 ‘

’． 1．古河道带粉细砂强富水区I：

该区发育河床沉积或近泛滥带沉积9由于河流侧向移动，故分

． 5



布较宽，层位稳定，富水性较强，主要含水层为中细砂、粉细

砂，多呈条带状，连续分布，沉积物在垂向和水平分向有粒度粗

细的变化。 ．．
。

。本区分4个地段：①在县境西北新德寺一带(I 1)， ②主

要分布在涡河以北广大地区(I 2)，③东部青町以及和濉溪县

接界处(I 8)；④芡河西南部及双庙胡俭、丰集一带(I 4)。

本区Q主和Q茔含水层均较发育、层位稳定。，

Q主含水层顶板埋深4N10米，底板埋深16～23米，含水砂
●

。'

层1～2层，厚约8""20米。Q主含水层顶板埋深21～25米，厚约
，

f、
’

2---8米，含水层1～2层，打穿Q主Q三含水层的完整井单位涌水

量6～11方／时米。 ·．

． 2．泛滥带粉砂、亚砂中等富水区Ⅱ：

分布于4个地段：①岳寺(Ⅱ1)，②丹城南部、龙山东

部、高长营及曹市等地(Ⅱ2)；③涡河与芡河之间狭长地带

(Ⅱ8)，④楚店、龚前园一带(Ⅱ4)。

Q茔含水层岩性多为薄层粉细砂及亚细砂，顶板埋深4"-'10

米，底板埋深18～22米，厚约8～13米。
，

Q三含水层岩性为粉细砂及亚粘土，顶板埋深22,'--,27米，

厚度2～6米，打穿两个含水层的完整井单位涌水量为3～5方

7吣。米o =-。
?一

3．基岩裸露或浅埋弱富水区噩；



分布于石弓山、龙山及曹市的辉山，基岩裸露第四系厚度小

于60米的地区，含水层岩性以粉砂、亚砂土为主，Q差顶板埋深

约4～6米。底板约在15～16米，Q萎含水层以亚砂土为主，顶板

埋深20～21米，底板埋深28．'7-'29米，厚度7～9米，单位涌水量为

2～3方／时·米。

本县深部尚发育有第四系更新统含水砂层，古生界灰岩含水

层，可作为农灌的补充供水水源，．但近期深井只能进行试点，尚

不能大量发展。 ．。

二，机井(J)及钻孔(G)地质剖面、水量’

井号G30 位置：涡阳县店集公社程王庄

地质剖面： 一 ：

0_1 0．5米 亚粘土10．5～15．7米 亚砂土

15．7～22．2米 中细砂22．2～27．7米 t亚粘土

27．7 1 30．7米‘ ．粉砂30．7～32．7米 亚粘土

抽水成果：
、

降深 6．8米，单位涌水量4．8力-／．J、时·米 涌水量：．

32．7方14,时 ．

井号G31 位置：’涡阳县公吉寺公社程老家大队程小楼

地质剖面：’ ．⋯

0～5米 亚粘土 6-'--'13．5米 粉砂

13．5～20米 ：亚砂土‘ 20N22米 亚粘土一，’’ ／

22-'--28米 i，中细砂 ．+_ j，／

?j i j。广
9



井号K lO 位置：

地质剖面：

0～8米

14．7一,20米

23．4--．,25．4米

29．4,--．,33．3米

38．7,--,50米

井号G43 位置：

地质剖面：

0～3．2米

4．3～1 1．6米

1 4 N20．5米

2 2,-,-'26．5米

28．2～32．5米

涡阳县公吉寺公社公路边

亚粘土 8～1 4．7米 中细砂

亚粘土 20-．-,23．4米 亚粘土

亚砂土 25．4～29．4米 中细砂

亚砂土 33．3～．38．7米 粉砂-‘

亚砂土 50,'-'61‘．37米 亚粘土

涡阳县四里湾公社周王庄大队张庄 -

亚粘土

亚粘土

亚粘土

亚粘土

亚粘土

3．2～4．3米粉砂

1 1．6～l 4米‘粉砂
。

20．5～2 2米 粉砂

2 6．5～28．2米 ：粉砂

抽水成果：降深8．o米单位涌水量3．8方／／j、时·米

涌水量30．4／+时

井号G44 位置：涡阳县信湖公社马光大队马光庄

地质剖面：
- '_

0～1 0．5米 亚粘土 10．5,-．-'13．o米 粉砂

13．o～20．9米 亚粘土’ 20．9～23．o米。亚粘土

23．o～25．o米 亚砂土 25．o～29．5米 ．亚粘土

‘＼ 29．5～3 1．o米 亚砂土 31．o～32．5米．一亚粘土

＼32．5,---33．5米 亚砂土 33．5---34．8米 亚粘土

箩＼

●

J



． 抽水成果：
7

降深8．6米 单位涌水量4．3方／／j、时·米

涌水量3 6．98方／小时

井号G59 位置：涡阳县张老家公社王破碾大队王破碾村

地质剖面：

’0～3．4米 亚粘土 3．4～6．0米 粉砂

6．0,---21．o米 中细砂 21-',-,26．9米 亚粘土

26．9"--'28米 亚砂土 28-'---30．1米 ，、 亚粘土

30．1-'--'33．2米 粉砂．．33．2～3 6．o米 一 亚粘土

井号G 60 位置：涡阳县龙山公社大罗大队大路沿村．

地质剖面：
“

0,"--8．3米 亚粘土8．3,--,14．1米 中细砂

14．1～15．9米 亚砂土 15．9～17．3米 粉 砂
’

17．3～21．3米 亚粘土 21．3N28．3米 中细砂

28．3～33．5米 亚粘土

抽水成果：

降深7．8米 单位涌水量3．63-／小时·米

涌水量28．08方／小时

井号G 61 位置：涡阳县青叮公社老赃村 一、

，地质剖面： ，

0～l 0．2米 亚粘土 10．2

12．1～14．3米 粉砂 14．3

17．5～24．2米’ 亚粘土 24．2



26～32．3米 亚砂土 32．3～34．o米。，亚粘土

抽水成果：

降深6．o米 单位涌水量3．7方／．6时·米’．
’

．：

●

涌水量22．2力-／iI,时 一
．．

。，

井号G 62 位置：涡阳县石弓公社高楼大队高楼村

地质剖面：

，0～4．8米

’9．2～12米

16．2-'一22．8米

26．6～28．2米

3 1．6,---,33．6米

。37．2"-'39．1米

抽水成果：

’降深II．5米

涌水量46方／小时。

亚粘土 4．8,-一9．2米 亚砂土

亚粘土 12---．,16．2米 一，亚砂土

亚粘土 22．8～26．6米 ’亚砂土

亚粘土 28．2～31．6米 粉砂

亚粘土 33．6-'-，37．2米 细砂

亚粘土 。

5·

单位涌水量4方／小时·米

三、地下水埋藏、运动规律及动态特征：

本区全新统地下水属浅层孔隙潜水：下部QI／4含水层微弱

．承压。地下水埋深较浅，多年平均2—3米，涡河、西淝河、武

家河及鲍河，沿岸埋深可达3—5米，补给来源除接受大气降

水而外，各含水层之间存在天窗以及由于当前的机井混合开采

而造成相互补给。地下水的水力坡度为1／9000，径流缓慢，在自

镣状态t，一般向河流和沟渠排泄，。雨季时埋深为o i 5米，旱季

。地T水埋深可达3—4米，年变幅在2—2．5米，旱年可达3．5咪，
’

、

10l k
、 、I

，

＼ I
。

＼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