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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渠江志》是目前四川省六条《江河志》中的一本，重点记述一。

流域旱洪灾害，水、电、渔，航的开发。 -

+二、编写目的，是对渠江作全貌记述，以便于进一步开发利，’

用。7～’
一

。‘

’ 一‘ ．|

。

三，本志断限上限尽可能追述到有资料的年代。下限多数断为。。

1988年，旱洪灾害断为1 989年。． 一

十。，’，，。 ，．

9

。四、历史朝代、年号按当时称谓，加括号注解。建国后行政区

划名称更换频繁，为避免文字上的混乱，·一律采用记为乡、村、

社，个别地方也用曾用名称(如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等)”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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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江流域’‘刀‘灿∥n扬～

岷、沱，乌)

以上，分巴河

南麓，在三汇镇合流后称渠江c：．流域北面与东北面为陕西省交界的

大巴山，‘东南面为华莹山，西南为一深浅丘分水岭与嘉陵江干流分

界c：7地跨陕西、四川两省、6个地市、’，24个县(市)。流域面积为 ．

39220平方公里，约占嘉陵江全流域面积的25％。 ；二4，_：、j一：，7 ．，

，·．流域内以粮食生产为主，1988年粮食总产量达蛰1523万多吨曩‘

农业总产值达N40多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49．54。j矿产资源种类 i

多，储量大，主产有煤、石灰石Y石膏，铁矿，‘天然气、大理石等．

金属、非金属和高级建筑材料。有较丰富的水利、水能，‘水产、航
。

运资源。建国前除航运开发较早外，其余均未得到开发利用，j经济
。‘‘

十分落后。建国后，．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水利、水电‘·交通、．地质等

部门作了大量的查勘、‘测绘f规划等基础工作f为综合利用开发渠 ，。

江提供了科学依据0经过四十年努力开发，‘已建成大批水利工程，’．

蓄、引，提水能力达到15亿多立方米。一’，∥．一√：．0．，!．‘ 一。

?j：渠江水量丰富、落差集中√水能蕴藏量达180万千瓦，主要 ，

集中在巴河．州河和三汇以下干流，规划，l万千瓦以上的水电站有

15处，已建成风滩、舵石鼓，南洋滩、凉滩四处，州河上的江口和、 ．

”．
1『

l，

簪．
．，．

。。
‘，，

‘，’、 牛，’’

．’ l

。≯．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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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流上的四九滩电航工程，巳关闸蓄水。全流域已建成中、小和微

型水电站1 000余处，装机达到1 5万多千瓦。
‘

渠江是四J11盆地东、北部地区连接沿江两岸的重要水道，河床

开阔，水流较平缓，为发展航运提供了有利条件，通航大小支流23

条，长达2000余公里。50、60年代，渠江担负着达县地区80％以上

的货运量，60年代初期，省交通部门动工兴建舵石鼓、南阳滩、风

洞子、凉滩，，四九滩五个航运闸坝，只建成舵石鼓、南阳滩、凉滩

三处，渠化航道只完成70公里，‘淹没险滩34个，航运条件得烈了·

定改善。‘70年代，襄渝铁路建成，’且铁路与河流平行，流域货运逐

渐弃水走铁路、公路，．．水运渐趋萎缩，1984年达县地区完成总运量

为1 1 00多万吨，渠河水运只占50万吨，仅占货运量的4．54。，I j

’除水运外，公路发展亦很快，．建国前，流域内除仅有一条汉渝

公路外，其余均无公路；’到1988年，以达县市为中心，修通了通往

各县公路，‘咨县与区、乡均有公路相通，已建成公路7000多公里，

比1949年前增加了10倍多。襄渝铁路在本流域内长达346公里。70年

代又开通了成达航空线。渠江流域已初步形成公路、铁路、航空、。

水运的交通网络o∥’ ，．。 0
j

。：。
。

j ．j，一，

j， 渠江中下游水温高、水质好、一污染少、饵料丰富，为鱼类生长

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全流域江河共有鱼类资源90种，属17个

科，o鲤科占半数以上。N 60年代末，资源日趋贫乏，‘．达县地区部分

县开始在巴河、’州河及其主要支流投放大规格鱼苗，实行人‘工增

殖。从1970年至1985年连续15年投放，‘鱼类资源逐步回升。达县地

区沿江各县江河捕捞成鱼年产量从1970年的2l万公斤，1985年上升

到199万公斤·江河人工投放鱼苗的成功．为四川江河渔业的发展

提供了室贵经验。， ；． ，』 ．，、 √：√ ．．■’， ，，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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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江流域不仅以其丰富的资源，奉献于人类，抚育着世世代代 ，

大巴山和川东北地区儿女。在这块土地上，近代还为中华民族，抚育’

输送了一批卓越的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o‘革命战争烈火，曾在
，4 ～’L

一 L
t，、

大巴山区熊熊燃烧，照亮了这块大地的日日夜夜，，无数革命先烈的
。

热血洒满、浇灌着这里的万物生长。．‘√一 、7

建国后，渠江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其经济价值和效益远远超’

过历代，但在50、’60、70年代，由于受交通、信息和投资条件的制

约，同盆地腹心地带相比，经济仍然属于发展缓慢地区之一，特别是

农田灌溉条件的改善和水电开发不及青衣江、涪江。沱江流域开发
。

好。+1 980年后，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率约l o％，增长速度

虽然快，但多数县还低于全省和全国经济发展指标，如达县地区，

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45．56亿元，但人均产值只有409元，比全·

省低140元，比全IEI氐329元，人平国民收入360元，比全省低l 80

元、比全IEII￡275元。根据全省水资源利用规划要求；本流域到2000年

有效灌面积达到642．85万亩，而现有水利设施有效灌面仅452万多

亩，尚需增加有效灌面1 90万亩；任务十分艰巨。’而流域内水低田

高，?缺乏引水自流灌溉条件，发展电力提灌，’又受到当前电源紧缺
‘

的制约。水轮泵提灌，经过在流江河和渠河干流南阳滩运行证明，

存在耗水量大j．机械磨损大，投资高等问题，+在流域内难以进一步

大力推广发展。。4本流域夏伏旱日趋严重j现有水利工程中：骨干工

程少：保证率低，抗旱能力弱，’农业基础仍然脆弱。“这些都为农业

灌溉带来不利。从长远看，要彻底解决本流域农业灌溉问题j‘出路

在于大力发展电力提灌，跨流域引水，修建骨干囤蓄水利工程o j-

～ 。J ，
● ，

?j j，+’f’。、～1≮。。， 。；。， ：，’． ’、：’，’．：’ ’＼+。■-t，≮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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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水、巴江，近代又名渠河、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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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头有东西二源，。西源为渠江正流的：

气‘

，。
。 、

。4 ；t

’

’I
{ 、

。 ‘

段自然河段组成。南江发源于南江

县东北铁船山，。南流经南江，巴中至巴中南三江口右纳恩阳河以下 ，，．

折东南流称巴河，于平昌江口镇左纳通江河后，折南流经达县西， -、

’在渠县三汇镇左纳州河，以下称渠江，继续南流，经广安、岳池在

合川县渠河咀注入嘉陵江。南江长161公里，巴河长212公里，渠江“。， j

，主于长293公里^，今计、渠江总长666公里e一．|．、．|，：，。：，’ 、，r。o∥州，’：，，：．：
： 渠江支流众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全流域共有大小河流溪沟580 1，。；·

多条。其中集雨面积在10000万平方公里以上河流2条，5000至10000
呵

， 平方公里河流3条，1000以上不足500平方公里河流13条，．100以上 a

不足1000平方公里河流64条，100平方公里以下的河流，溪沟约500 ．

条"。渠江水系中，较大较多支流，分布在三汇镇以上，以巴河、州

，‘ 河为主干，两岸有若干大小支流、溪沟从西，北，东三个方向、穿过重

山叠障、高中低山峡谷，向心汇集于渠县三汇镇，’构成树枝状水

辱 j

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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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三汇镇至渠河咀，河流斜切岩层走向，沿华莹山背斜西南翼发 ，

。育，穿切了上侏罗赤红色地层及起伏平缓的背向斜和穹窿构造．在水 ，

流的侵蚀作用下，粘土岩和页岩抗冲能力弱，冲成深沱，砂岩抗冲
‘

。力强，拦河形成裸露石滩的河谷，一般称为“石龙过江刀的急滩跌

、水。由于地层产状平缓，地形高低，岩性软硬，在水流作用下，常一

形成开阔的“U"型河谷。枯水期河床宽150-～350米左右，河湾台’

’地发育广阔。沿河两岸可见到1至3级基座台地，高出枯水面约18至

80米之间。左右岸支沟发育与主流正交，直接注入主河道。7，，
。。

渠江干流有许多大小支流向其汇集，从源头到渠河咀，依次排‘ 1：

列主要一级支流有：明水河(左)，神潭河(左)j恩阳河(右)，

驷马河(左)，通江河(左)，4潆溪河(右)，长滩河(左)，‘固，

家河(左)，州河(左)，桂溪河(右)，流江河(右)，中滩河 1，。

一，(右)，消溪河(右)，冷水河C左)，石竹河(右)，、蔡家河

(左)，；驴溪河(左)、沙鸣河(右)，华莹河(左)，高滩河(右)，

太坪场河(右)。上述部分河流将在本章下节中记述。
“

·渠河三汇镇以上水系发育，’“河流呈树枝状，’三汇镇以下支流

，少，‘呈羽状分布。流域北部、’东部地势高，下游逐渐低矮。，}一Ⅵ。：

本流域属盆地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平均气温16,--．,18。，呈由南

向北递减趋势，年降雨量l 1 00毫米左右，地理分布特点由北向南递 ’，

减，上游北部是我省著名的大巴山暴雨区，年降雨量1200至1400毫一” ‘，‘

米。。多年平均径流总量230亿立米。径流主要来源于降雨。。6～9月占一

全年径流总量60～70％。l～3月为枯水期，径流量占全年4％，5～ 、

lo月为洪水期，大洪水集中在6～9月，洪水具有峰量高j涨落率
’

1大?‘历时不长，次数频繁，枯洪水位及流量相差很大的特点。一般， ，_

．一次洪水历时3至5天，共中涨水历时远小于落水历时，洪水涨势十。 一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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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凶猛，，在l小时或几小时内，，往往流量由几十上涨几百j甚至：上

午个以上，水位在1小时内上升l至2米。洪枯水位差．．般在10至20

米间变化，一属山区性河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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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I．1’I
： ‘，燕子村，’再经洛车、桥弯，“石梯。在生桥村出境，向南进入渠县东

北部共和乡清水河，迂回曲折，流经文崇，黎乐，’汇北至-y_汇镇与

、’从渠县T-汇镇起，在渠县境内自北而南，流经土溪、临巴v’城

：· ，．南西斜，斜贯广安县境中部，流经恒升、石笋，观阁、代市、观塘。

协兴：广福和华莹市，从广福的化龙乡老君村进入岳池县中和、。罗

’

安全、‘官渡，喻家、蒲家、渠嘉、’滩子18个乡，在合川县城北7．5
1’

：。 、‘。关坝、‘南江镇河段为第四系堆积物，含沙金。河床宽谷狭谷相间∥、

，’ 关坝、桥亭，碾盘、小河，洛坪、t阳广坝，梁永、曾口。兰草、‘坦

，^ *溪等河段、．岩壁陡峭，。河谷幽深，滩沱流急，河床凹凸不平，，汇流 、’

五 众多。在南江县境内落差1 346米，河床比降为1 i呖，洪水暴涨暴

j， 落，其凹岸地带被严重冲刷。据南江巴中水文站(域内河长1 33公 ：

’。 不对称，河床为石质或砾质，河宽1 80"-'-'250米，平均比降o．1 4‰。

因上游处于暴雨区，加之支流多，洪水向心汇集于干流，因此洪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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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幅特大。‘例如七里沱水文站(域内河长221公里．集水面积6382平、，

方公里)，实测多年平均径流深590毫米，多年平均流量每秒119立方

^。米，最大洪峰流量每秒17300立方米(1965．9：4)，枯水期最小流

量每秒0．38立方米(1982．3．19)。风滩水文站(域内河长258公里，

，集水面积16595平方公里)实测多年平均径流深650毫米，年平均流．

’量每秒342立方米，最大洪峰流量每秒26700立方米(1965．9．5)， ，

‘ 最小流量每秒“．6立方米(1978．2．儿)。下游河道，主要流经丘陵 ：

区，，迁回弯曲，弯曲系数2．29，江宽250,-,-,300米，平均比降0．1 7‰， ：

具有滩险、滩长，水流平缓、输洪能力强等特点。从三汇至广安县 ：

．有险滩65处，平均滩距3400米，，平均比降0．1 34，i水位落差29

米，以凉滩、。四九滩最为险要。广安至渠河咀有滩险50处，平均滩

。距4．5公里，比降0．09％，水位落差2l米。其中广安至罗渡70公里’，

有滩险19处，平均滩距36公里。滩中岩石盘多，卵石盘次之，，沙滩、，

少。岩石盘最长为广安县境内的四九滩，，长约4000米；最长沙滩为

周家渡，长3800米：’最长卵石滩为江家浩，长1500米。枯水期滩沱 ’，，

明显，·深沱长度一般为3000至4000米，a·最长鲤鱼浩至花园，长约

1 2000米。，苟渡口水文站(域内河长41 8公里，集水面积31626平方 。

公里)实测多年平均径流深633毫米，多年平均流量每秒635立米，
、

。

·≯’最大流量每秒23800立方米(1982：7．28)，，最小流量每秒1 6．1 2方1+’’?

‘米(1 960．1．1 5)。罗渡溪水文站(域内河长585公里，集水面积 “：‘辅

。 38071平方公里)测得多年平均流量每秒730立方米，径流深605毫

，’米j最大流量每秒24000立方米(1975．10。：3)，最小流量每秒12．9

．立方米(1 966．4．i 6)o ：一‘。．．，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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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后河

，=‘4关水
tm

I 河。

。∥ ’’州河是渠江左岸最大的一条支流，水系发育6在宣汉以上有前

，j’， 7河，中河、后河三大河流相汇。前河古称东关水，’又名溉江，前河

是州河的千流的上游段，发源于大巴山南麓的城口县蒙蒙溪乡光头

_， 山，水自二穴涌出，经明中、桃沅、蓼子乡纳燕子河，1在周清乡出

：! 城口县进入宣汉县的大塘口，西偏南流经鸡唱、龙泉。渡口、樊哙、‘

．i7，‘．。土黄、。华景：五宝、天台乙，赤溪、：昆池、『南坝、’=下八、黄石、，三河

，“ 等l 3个乡镇，+在宣汉城东面1．52里的江口与后河汇合：以下称州

；。’， 河。汇合口水位高程约298米(吴淞)o-／一，．? o。?，jho-，：’．，‘疆

i o．’ ‘前河穿流于大巴山区：山势雄伟，．河谷狭窄深切，其上游在宣

： 汉境内的鸡唱至樊哙之间，河道从一条70多公里长的狭谷穿流而过，

，j ，1 为州河上游的百里峡i峡内两岸石壁挺立，。怪石峭拔，，赫然幽深，、j

粕’ 水急滩险：相传，‘汉初樊哙曾率兵穿峡，与楚军大战j’至今还留下

：7 樊哙场、将军山遗址。峡内有有55条瀑布，7立个溶洞，’99座奇峰，1 08
‘

处河滩。可利用落差和水源修建装机2．6万千瓦的水电站一处，可办

’。。 年产二万立米的大理石矿一座，．56万吨的煤矿一座。域内有飞禽走

，． 。兽百多种，名贵药材50余种，经济林木20多种。o’：j?一。r。”．‘，’：～

，．+ ．，i’，‘前河长193公里j。流域面积2754平方公里，‘：天然落差327米j‘河

：
’’

、。：9



床平均比降生．§‰o纳左右支流。溪沟3l条，较大支流燕子河(左)，、

石溪河(左)，黑水河(左)、铁溪河(左)。前河流至宣汉县城

江口后纳后河、中河，从宣汉的江口镇起蜿蜒流向西南，经宣汉城

南门、西北、东林，洋烈至千丘螃入达县境。由东北向西南经达县罗

江乡红梁村曹家湾入境，。穿过达县市和达县的罗江(左纳明月江)，

河市(在金垭乡左纳铜钵河)，渡市三个区的7个乡，于木头的大，
‘

河咀(’左纳东柳河)出境，流入渠县的农乐、汇东、汇南等乡≯在

三汇镇与巴河相汇：从宣汉至三汇镇河长1 08．62里，从源头至三

汇，州河干流长302公里。河道下游狭窄，坡陡水急，宣汉以下河 ．

宽一般为200-'--'300米。流域面积I l 1 65平方公里。占渠江流域面积

的29％。干流东林水文站(域内河长205公里，流域面积6462平方

公里)多年平均流量每秒170立方米，实测最大流量每秒l 1800立方

米(1 992．7-．16)；最小流量为每秒12．6立方米(1 958．3．1 I)。达

县市调查历史最大流量每秒13700立方米(1902．8)。据东林水文’

站计算，’多年平均径流量为53．6亿立方米，径流深830毫米，多年平 ，

均输沙率每秒216公斤，年输沙量为800万吨，年平均侵蚀模数每平

：方公里1240吨，每立方米水含沙1．49公斤o jj．， ，一， f．

～．。一州河在罗江口以下的71．22里河道，j沿河两岸工：农、商、．交’一；，．

通运输发达，主要城镇有罗江镇、达县市i河市场、达县飞机场’『。‘-+4，．

渡市场、‘城镇一般高出枯水位约20米，襄渝铁路从渠县三汇镇至达 ‘◆

．． 县市段”沿州河两岸穿行，路基一般高出枯水面30米左右。州河的

开发前景主要是航运和发电。从1958年就开始规划，，经多年反复论

证，：．；现已推荐在江口至三汇镇段‘修建江口、’罗江口、：小河子、1．金
一 盘子、舵石鼓五级梯级电站，总装机可达到12．2万千瓦。五处梯级，

建成后，渠化航程河段可达166．6公里。州河的水运条件将有很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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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州河鱼类资源丰富‘盛产鲢鱼6早流农目灌溉条件差，水1f氐

田高，一般均需提灌。但目前电源跟不上，提灌也很难。截今为

止，州河干流两岸只有两处电灌站。j ．，，

’

二、通江 ，’r．’

通江古称巴江(大通江)i诺水(小通江)、宕水(大通江)：

、又名东河，是渠江水系第二大支流，上源有小通江及大通江、，肖口

河三条主要支流，均发源于陕西汉中地区大巴山南麓南郑县及镇巴

县，南流至通江县小江口汇集以下始称通江。历史上，以交通道路

为习惯，把大通江及小通江均分别作为通江正源，近代以“河源唯

远"原则按此划分正源，四川省水文总站确定肖口河为通江正源。

大通江发源于米仓山东麓的陕西省镇巴县，小通江发源于陕西

省南郑县，据大通江碧溪水文站和小通江青峪水文站实测，大通江

从源头至通江县小江口河长131．03里，小通江从源头至小江口河

。 长149．53里，以大通江为河源，通江河长为220．4公里，一以小通江

，为河源计算通江河长239．03里口而据四JIl省水文总站杜家河按x／5

万航测量量测(沿肖口河)域内河长21 4公里，河口距50．4公里，则

通江河长为264．4公里，较沿大、小通江河量测河道均长，根据近

河源说概念，在多源头的流域内河流最长者为干流，因此，通江河
’

的干流是肖口河，而不是大、。小通江口
’ '’

。 小通江，古称诺水，，又名西河，发源于陕西省南郑县广家店碑

庙乡，从通江县西北角的新潮乡的箱子坪村入境，由北向南流经楼

子(左纳鲁坝河)，平溪(左纳临江溪)、板桥口、青浴(水位站)。
”

新场，’涪阳(右纳关路淡河)，草池，折东南流经赤江，通江县城

诺江镇南，再东至小江口汇合肖河口及大通江．，小通江支流较少，

河流较直。河流长1 49．5公里，流域面积1 876平方公里，‘占通江河
“ ’

l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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