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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城县水利志》编纂领导小组

组长·郭耀新

副组长t昊锦芳 刘考宝 李灼成 龚树培陈国铬

成 员。姚炳椿姚德坤卢楫初 马金堂 汤松年

梁家耀黄榕科赖丽承萧陈永

《增城县水利志》编辑组·

组长z吴锦芳 龚树培

主编；卢楫初

蝙辑。梁家耀张文淦 刘水忠 赖金池

审稿·马金堂

摄影。李伟泉

书名题字：钟景阳

经增城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审阅，同意出版，内部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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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增城县水利志’，遵循实事求是，详今略古等原则；编纂一部具有思想性，科学

性．资料性相统一的水利专志，发挥。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分门别类记载了增城县

水利．电力的创建治理．开发利用等各个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其上限不作规定．按取事的历

史渊源略加追溯．下限为l 9 8 8年．个别取事，在l 9 8 8年以前已做了大量工作，但其

事情发展至l 9 8 9年的，仍按l 9 8、9年顺延，叙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主‘’

2．本志以概述开端，大事记采用编年体的方式记事，正文共分l 3章，6 3节，共计

2 0余万字．并附各类图．表．照片等；正文采用横排竖写形式记述．

3．本志资料来源于省图书馆．县内档案资科，县水电局资科室，部分资料出自碑文．

个人记事．以及民间口碑．调查材料等．

4．纪年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旧纪年，后注公元年号．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篇章中第一次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用全称．其后简称。建国

前’或。建国后’．

5．各个历史时期的行政区域名称，均沿用当时名谓．必要时加注今名． ．+

6．本志凡简称党的均指中国共产党I凡称党支部．党委．县委．市委，地委．省委

街．均指中国共产党所在组织． ·

7．志内地面高程及水位等采用珠江基面高程，度．量．衡一般采用法定计量单位，历

史资料则按当时使用单位记述． 一
’

8．本志只记述水利工程，如防旱，防风工作．水力发电站及电力排灌站等I至于输变

电工程已有供电志记叙．本志只作略述．

9．本志数字表述．按照1 9 8 6年I 2月3 1日‘人民日报’登载。<关于出版物上

数字用法试行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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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地势北高南低．北部山区，中部丘陵。南部属

量充沛，河流众多，水资源丰富． ⋯：

基础．兴修水利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进

设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增城水利建设本着因

治标着手原则，民生前途，实深利赖． ‘．

．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

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所建工

害袭击，加上社会制度等原因，社会发展进程缓
●

，
．

民政府的领导下，民智日新，奋发图强．以敢教

水利．水电工程，变水患为水利，逐步改变了过

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人民生活大为改观的新局

”

-

和县志办的关怀指导下．搜集和翻阅了大量历史

喜可贺． j
，。

的观点，详今略古，如实地记述了增城县水利建

科学性．资料性的著作，以。资治．教化．存

前启后．进一步开发利用增城县水利资源．不断

一九八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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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i：I王⋯⋯⋯⋯⋯⋯⋯····⋯⋯·．·⋯⋯·····⋯⋯⋯⋯．．．．．．··················⋯

大 事’记⋯⋯⋯⋯⋯⋯．?⋯⋯⋯⋯⋯⋯⋯．．-⋯小．j⋯⋯一⋯⋯⋯⋯⋯．一⋯．
：_

●
● 一 r●

第一章， 水系与水资源，． ．

一
，，

_

第一节河流水系⋯⋯。⋯⋯⋯。⋯⋯⋯⋯⋯⋯⋯⋯⋯⋯⋯⋯⋯⋯⋯⋯⋯⋯⋯
‘

二．。东’。江⋯⋯⋯⋯⋯⋯⋯⋯⋯⋯⋯⋯⋯⋯⋯⋯⋯⋯⋯⋯⋯⋯一⋯⋯⋯
’。

二．增江(含派潭河．4二龙河．和平水)⋯⋯⋯⋯⋯⋯⋯·⋯⋯⋯⋯⋯⋯”

三．西福河(含金坑河，大田河)⋯⋯⋯⋯⋯⋯⋯⋯⋯⋯⋯⋯⋯⋯⋯⋯⋯

-。 四．雅瑶河⋯⋯⋯⋯⋯⋯⋯⋯⋯⋯⋯⋯⋯⋯⋯⋯⋯⋯⋯⋯⋯⋯“⋯⋯⋯⋯·

五，官湖河⋯⋯⋯⋯⋯．．．⋯⋯⋯⋯⋯⋯⋯⋯⋯⋯⋯⋯⋯⋯⋯⋯⋯⋯⋯⋯

f．歹≮．兰溪水⋯⋯⋯⋯·”⋯··一··⋯?⋯”“··⋯⋯·⋯·⋯·⋯·⋯·⋯····⋯⋯⋯··

七．陈家林水?⋯⋯⋯⋯⋯⋯⋯⋯⋯⋯⋯⋯⋯⋯⋯⋯⋯⋯·一⋯⋯⋯⋯⋯·

j 第二节水文特性⋯⋯·：⋯⋯⋯¨⋯⋯．．．⋯⋯⋯：⋯⋯⋯⋯⋯⋯⋯⋯”!⋯⋯⋯⋯

j j一．降 水⋯⋯⋯⋯⋯⋯⋯⋯⋯⋯⋯．．．⋯⋯⋯⋯⋯”“”⋯⋯⋯””“⋯”。

。。二．径．．流⋯⋯⋯⋯“⋯⋯⋯⋯⋯⋯⋯⋯⋯⋯⋯⋯⋯。⋯⋯”⋯⋯⋯⋯⋯

．， ，三．蒸，发⋯⋯⋯⋯⋯⋯⋯⋯⋯⋯⋯⋯⋯⋯⋯⋯⋯⋯⋯⋯⋯⋯⋯⋯⋯⋯

四．泥 。沙⋯⋯⋯⋯⋯“⋯⋯·⋯⋯⋯⋯⋯⋯⋯·⋯⋯⋯¨⋯“”““””⋯。．．

五．洪水及枯水⋯⋯⋯⋯⋯⋯⋯⋯⋯⋯⋯⋯⋯⋯⋯⋯⋯⋯⋯⋯⋯⋯⋯”⋯。

。⋯第三节水资源⋯⋯⋯”：⋯⋯⋯⋯⋯⋯“：⋯：⋯⋯⋯．．j：⋯⋯⋯⋯⋯⋯⋯⋯⋯⋯·

㈠⋯‘一，地表水资源⋯。⋯⋯⋯⋯。⋯．．．⋯．．．⋯⋯厶⋯⋯⋯⋯⋯⋯⋯⋯⋯⋯⋯

一：二．’地下水资源⋯⋯⋯⋯※⋯⋯⋯⋯⋯“⋯⋯⋯⋯⋯⋯⋯⋯⋯⋯⋯⋯⋯⋯

三．水力资源⋯⋯⋯⋯⋯⋯⋯⋯⋯⋯⋯⋯⋯⋯⋯⋯⋯⋯⋯⋯⋯”一⋯⋯”⋯

四、水资源供需状况⋯⋯⋯⋯⋯⋯⋯⋯⋯⋯⋯⋯⋯⋯⋯⋯⋯⋯⋯⋯⋯⋯⋯(50)。
。’

，

，q

五，水资源污染与保护⋯⋯⋯⋯⋯⋯⋯⋯⋯⋯⋯⋯⋯⋯⋯⋯⋯⋯⋯⋯⋯⋯(50≯
- 一一一·。+’⋯’⋯一 。

第二章⋯．：水旱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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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洪 涝⋯⋯⋯⋯⋯⋯⋯⋯⋯⋯⋯⋯⋯⋯⋯⋯⋯⋯⋯⋯⋯⋯⋯⋯⋯ 52'

第二节 旱 灾⋯⋯⋯⋯⋯⋯⋯⋯⋯⋯⋯⋯⋯⋯⋯⋯⋯⋯⋯⋯⋯⋯．．．．⋯⋯(58)

第三节 风 灾⋯⋯⋯⋯⋯⋯⋯⋯⋯⋯⋯毋唧⋯⋯⋯⋯⋯⋯⋯⋯⋯．．．⋯⋯·(60)

第四节 水土流失⋯⋯⋯⋯⋯⋯⋯⋯⋯⋯⋯⋯⋯⋯⋯⋯⋯⋯一⋯⋯⋯⋯⋯⋯(61)

第三章。．水⋯⋯文⋯．⋯。， ．⋯⋯，．一⋯⋯，．：‘ 。，：

，第一节机构队伍⋯⋯⋯⋯⋯⋯⋯⋯OOOOOOOOe 000000000⋯⋯⋯⋯⋯⋯⋯⋯⋯⋯⋯(65)

第二节水文站、雨量站设置与管理⋯⋯⋯⋯⋯⋯⋯⋯⋯⋯⋯⋯⋯⋯⋯⋯⋯⋯(66)

第三节水文实验与整编⋯⋯⋯⋯⋯⋯⋯⋯⋯⋯⋯⋯“．．．⋯⋯o·!一·叩⋯一⋯⋯·”(68>

r。 第四节水文情报与预报⋯⋯⋯⋯⋯⋯⋯⋯⋯⋯⋯··-⋯⋯⋯⋯⋯⋯．．．⋯⋯”?：·(68)

第五节历史洪水调查．．．．．．⋯⋯⋯⋯⋯⋯⋯⋯⋯⋯一oooeoeoe··BO OOOOGOOOOOOO一⋯·(72)

．。．，第六节水文分析．．计算．试验及研究⋯⋯⋯⋯”?‘·?⋯·：·?‘?‘，me。e小e oo⋯⋯⋯?。_。。?(76)

第四章’一水利规划⋯⋯ ⋯一⋯_’。，j，。；’J。‘。：‘j一；+，，。

?-_+第一节’在水利资源普查基础上开展流域规划工作⋯⋯⋯⋯⋯⋯⋯⋯⋯⋯⋯．．．(81)

‘{：第二节。东江流域规划增城部分j⋯⋯“⋯⋯⋯⋯⋯⋯⋯⋯小⋯⋯⋯⋯⋯⋯⋯一(82)

‘‘第三节。增江流域规划增城部分⋯⋯⋯⋯⋯⋯⋯描⋯。⋯j“6e e'。Oe⋯⋯⋯·一⋯(83)

。第四节’西福河流域规划“．．．⋯⋯0 0⋯⋯⋯⋯⋯“⋯⋯⋯⋯⋯⋯⋯⋯⋯一⋯⋯·(85)

：‘第五节雅瑶河流域规划⋯⋯．：⋯⋯⋯一-⋯⋯“oo·0004POJOO小．．．⋯⋯·：⋯⋯⋯．t．(87)
’、

第六节官湖河流域规划⋯⋯⋯⋯⋯⋯；⋯⋯⋯⋯．．．．．．．．．⋯⋯⋯⋯t⋯⋯⋯⋯⋯·(88)

第七节’兰溪水流域规划增城部分⋯⋯⋯⋯⋯⋯⋯⋯⋯⋯m⋯⋯⋯⋯⋯⋯”⋯·(88)

‘-

+第八．节陈家林水流域规戈IJ．．．．．⋯⋯⋯⋯⋯⋯⋯扣⋯⋯⋯‰⋯⋯⋯⋯⋯⋯⋯·一(89)．
， ⋯⋯+． 。 ⋯． ．．⋯⋯⋯．．⋯⋯⋯．．⋯⋯ ．，，．．

一，

第五章’ 勘测设计
、·‘一’

。 ·⋯⋯ ⋯’ ” ⋯’。。’‘～。⋯⋯’⋯⋯
～⋯，：j，㈠‘；⋯。

f：第一节测绘工作·．．．⋯⋯⋯··?⋯⋯一?⋯⋯⋯o一⋯⋯?⋯”?⋯⋯⋯·⋯⋯⋯．．．．．．”(90)

，·第二节地质勘探⋯．．．⋯．．．⋯．．．⋯⋯⋯⋯⋯⋯⋯⋯．．．⋯⋯⋯．．．⋯⋯·．．．．．·?⋯·～(90)

j，第三节、工程设计⋯．．．w⋯⋯⋯．．．⋯⋯．．．⋯?·：⋯⋯·：··!⋯·：⋯：：⋯⋯⋯⋯⋯⋯⋯(90)

第六章¨～水利科学研究⋯⋯⋯⋯⋯⋯·
‘

，-．”

‘
‘，。

’⋯4 。 ⋯’⋯’ ··1
． ，‘_．t．，- ． ‘，，· ●‘

． ．

’

、一第一节机构与队伍⋯⋯⋯⋯⋯⋯⋯⋯⋯一⋯⋯?⋯⋯⋯⋯一j⋯⋯⋯⋯⋯⋯“j(91)
、

第二节科学试验研究成果与应用⋯⋯⋯⋯⋯⋯⋯⋯⋯⋯⋯⋯⋯⋯⋯⋯⋯⋯。(91)

第三节科学技术的交流⋯⋯⋯⋯⋯⋯⋯⋯⋯⋯⋯⋯⋯⋯⋯⋯⋯⋯⋯⋯⋯⋯一：(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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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防洪(潮)排涝工程⋯’
一

“
'^、

第一节江 堤⋯⋯⋯⋯⋯⋯⋯⋯⋯⋯⋯⋯⋯⋯⋯⋯⋯⋯⋯⋯⋯⋯⋯⋯⋯⋯(93>

一．主要堤防工程简介⋯⋯：⋯⋯⋯⋯⋯⋯⋯⋯⋯⋯⋯⋯⋯⋯⋯⋯⋯⋯⋯”(93>

i ⋯ (_)增博围⋯·一⋯⋯⋯⋯⋯⋯⋯⋯⋯⋯⋯⋯⋯一⋯⋯⋯⋯⋯一⋯⋯·(93>

．⋯，(二)附城围⋯⋯⋯⋯⋯⋯⋯⋯⋯⋯⋯⋯⋯⋯⋯⋯⋯⋯⋯．．．⋯⋯⋯⋯(95>

。 (三)仙村围⋯⋯⋯⋯⋯⋯⋯⋯⋯⋯⋯⋯⋯⋯⋯⋯⋯⋯⋯⋯·一⋯⋯⋯(95>

，。(四)石滩围⋯⋯⋯⋯⋯⋯⋯⋯⋯⋯⋯⋯⋯⋯⋯⋯⋯⋯”⋯⋯⋯⋯··(96>

．． ，(五)新塘围⋯⋯⋯⋯⋯⋯⋯⋯⋯⋯⋯⋯⋯⋯⋯⋯⋯⋯⋯⋯⋯⋯⋯“(97>

‘二，堤围情况表⋯一⋯⋯⋯·⋯⋯⋯⋯⋯⋯⋯⋯⋯⋯⋯⋯⋯⋯⋯⋯⋯⋯⋯⋯(99>

第二节治涝工程⋯⋯⋯⋯⋯⋯⋯⋯⋯⋯⋯⋯⋯⋯⋯⋯⋯一⋯⋯⋯⋯⋯⋯⋯⋯(104≯

、⋯、一、自流排涝ogO—oe D·8 o0006a oo·Oo#OOoo一⋯⋯⋯⋯⋯⋯⋯··：⋯～⋯⋯⋯⋯⋯⋯⋯(104>

‘．二，机电排涝⋯⋯⋯⋯⋯一⋯⋯⋯⋯⋯⋯⋯⋯⋯⋯⋯⋯⋯⋯⋯⋯⋯⋯⋯⋯(104)‘

三．5 0 0千瓦以上排涝站简介，⋯⋯⋯⋯⋯⋯⋯⋯⋯⋯⋯⋯⋯⋯．．．⋯⋯(104)‘

． ．．c(一)太平围排灌站⋯．．．⋯⋯⋯⋯⋯⋯⋯⋯⋯⋯⋯⋯⋯⋯⋯⋯⋯⋯⋯(105>

，(二)白茫排灌站⋯⋯⋯⋯⋯⋯⋯⋯⋯⋯⋯·一⋯⋯⋯⋯⋯⋯⋯⋯⋯”(105>

(三)水门头排灌站⋯⋯⋯⋯⋯一⋯⋯⋯⋯⋯⋯⋯⋯⋯⋯⋯⋯⋯⋯⋯(105≯

(四)鲤鱼洲排灌站⋯⋯⋯⋯·⋯⋯⋯⋯⋯⋯⋯⋯“⋯⋯⋯⋯⋯⋯⋯⋯(106)

(五)低山排灌站⋯⋯⋯⋯⋯⋯⋯·”⋯⋯⋯⋯⋯¨⋯¨⋯一⋯⋯⋯一⋯(106)

。， (六)犁头咀排灌站⋯⋯⋯⋯⋯⋯⋯⋯⋯～⋯⋯⋯⋯⋯⋯⋯⋯⋯⋯⋯(106)

t． (七)大滨海排灌站⋯⋯⋯⋯⋯一⋯⋯⋯⋯⋯⋯⋯⋯⋯⋯⋯⋯⋯⋯⋯·(107)’

。t(八)红石排灌站⋯⋯⋯⋯一⋯⋯⋯⋯⋯⋯．．．⋯⋯⋯⋯⋯⋯⋯⋯⋯⋯(107>、

． ，，·(九)仙村排灌站⋯⋯⋯⋯⋯⋯⋯⋯⋯⋯⋯⋯⋯⋯⋯⋯⋯⋯⋯⋯⋯⋯(108)。
。‘

·(十)十字海排灌站⋯⋯⋯⋯⋯⋯⋯⋯⋯⋯．．．⋯⋯⋯⋯⋯⋯⋯¨．．⋯”(108)

，’ 、一·(十一)罗岗排灌站⋯⋯⋯⋯⋯·一⋯⋯⋯⋯⋯⋯⋯⋯⋯⋯⋯⋯⋯⋯⋯(108)。

“。．四，机电排灌站情况表⋯⋯一⋯⋯一⋯⋯⋯⋯⋯⋯⋯⋯⋯⋯⋯⋯⋯⋯⋯⋯(110>

t．第三节⋯水库防洪⋯⋯⋯⋯⋯⋯⋯一⋯⋯⋯⋯⋯⋯⋯⋯⋯⋯⋯·”⋯⋯⋯⋯⋯⋯·(118)一

。第四节，．河道整治⋯⋯⋯⋯⋯⋯⋯⋯⋯⋯一⋯⋯⋯一”一⋯⋯⋯⋯⋯⋯⋯⋯⋯⋯(118)

第五节滩涂围垦⋯⋯⋯⋯⋯⋯”一⋯⋯⋯⋯⋯⋯⋯⋯⋯⋯⋯⋯⋯⋯⋯⋯⋯⋯(124)
‘第六节水土保持⋯⋯⋯⋯⋯⋯⋯⋯⋯⋯⋯⋯⋯⋯⋯⋯⋯⋯⋯⋯⋯⋯⋯⋯⋯⋯(124>

’

3



第七节修水利防治血吸虫⋯⋯⋯⋯⋯⋯⋯⋯⋯⋯⋯·?⋯．．．．．．⋯⋯⋯⋯．．．⋯⋯·(125)
4‘

．1、

‘t ’鼻

第八章⋯灌溉工程⋯．。．．⋯一．．、⋯⋯

第一节蓄水工程厶⋯“：⋯⋯⋯⋯⋯⋯⋯⋯⋯⋯⋯：⋯⋯⋯⋯⋯⋯⋯⋯⋯⋯·⋯·℃126)

’一．中型水库与重要小(一)型水库简介“：··：⋯⋯⋯⋯⋯一⋯⋯⋯⋯⋯⋯(127)
· ‘(o>联和水库⋯⋯‘⋯⋯⋯⋯⋯⋯⋯⋯⋯⋯j⋯⋯．．．⋯⋯⋯⋯⋯⋯“(127)

?

“(=)联和水库高灌渠⋯厶⋯⋯⋯⋯⋯⋯二k⋯⋯⋯⋯⋯⋯⋯．．．⋯⋯一(127)

‘(三1)联安水库⋯⋯⋯⋯⋯⋯⋯⋯⋯⋯⋯⋯⋯⋯⋯⋯⋯⋯⋯⋯⋯⋯一(128)

， 一．(四)金坑水库⋯⋯⋯⋯⋯⋯⋯⋯⋯⋯⋯⋯⋯一⋯⋯⋯⋯⋯⋯⋯⋯⋯(129)

(五)百花林水库·@O QIO@OQ·6·OaB@。⋯⋯m一⋯⋯⋯⋯⋯．．．⋯⋯⋯⋯⋯⋯·(131)
·。

，1‘(六)增塘水库⋯⋯⋯⋯⋯‰⋯⋯⋯⋯．．．”e oeo eoooeeooem⋯⋯⋯⋯⋯⋯(132)

，

‘
·1 “‘(七)白洞水库eeV e、ooooJeoee·eooeooeoeoooeooooeoeoeoo eoo eee eeeooo ooe一⋯⋯⋯⋯·(133)

’‘
”

(八)吊钟水库⋯⋯⋯⋯“⋯⋯⋯⋯⋯．．．⋯⋯⋯．．．⋯⋯⋯⋯⋯⋯⋯⋯(133)

‘7(九)余家庄水库⋯⋯⋯⋯．．．⋯⋯⋯⋯⋯⋯⋯⋯⋯⋯⋯⋯⋯⋯⋯⋯，．．(134)

(十)水星水库⋯⋯⋯⋯⋯⋯⋯⋯⋯⋯⋯⋯．．．⋯一．．．⋯⋯⋯⋯⋯⋯⋯(135)

j 。(十一)高埔水库⋯⋯⋯⋯⋯⋯⋯⋯⋯⋯⋯⋯⋯⋯⋯⋯⋯⋯⋯⋯⋯⋯(135)

一‘ (十二>，石磉水库⋯⋯⋯⋯⋯⋯⋯⋯⋯⋯⋯⋯．．．⋯⋯⋯⋯⋯⋯⋯⋯(136)

：一二．蓄水工程情况表⋯⋯⋯⋯⋯⋯⋯⋯⋯⋯⋯⋯⋯⋯⋯⋯．，．⋯⋯⋯⋯⋯·“(138)

～ 第二节引水工程．．．⋯⋯⋯⋯⋯⋯⋯⋯⋯．-．⋯⋯⋯⋯⋯⋯⋯⋯⋯⋯⋯⋯⋯⋯⋯(149)
’

一，主要引水工程简介。⋯⋯⋯⋯⋯⋯⋯⋯⋯⋯⋯⋯．．．⋯?⋯⋯⋯⋯⋯⋯“(149)

·二．水陂情况表⋯·⋯．．．⋯～⋯”⋯⋯⋯⋯⋯⋯⋯⋯!⋯⋯⋯⋯⋯⋯⋯⋯⋯”(151)

第三节提水工程⋯⋯⋯⋯⋯m⋯⋯⋯～m⋯⋯⋯⋯⋯⋯⋯⋯⋯⋯⋯⋯．．．⋯⋯(157)

一．建国前提水工程⋯⋯⋯⋯⋯．一．⋯⋯⋯⋯⋯⋯⋯⋯⋯⋯·⋯⋯⋯⋯⋯⋯⋯(157)

，，：’二，建国后提水工程⋯⋯⋯⋯·⋯⋯⋯”·一⋯．．⋯⋯一⋯⋯⋯⋯⋯⋯⋯．．．⋯·(157)

。一’ 。’(一)机电提水站一⋯⋯⋯⋯⋯⋯⋯⋯⋯⋯⋯⋯．．．⋯⋯⋯⋯⋯·．．．⋯”(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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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增城县位于广东省的中南部．广州市的东部，东江下游北岸l处于东经l l 3。2 2 7～一

I l 4。0 3’，北纬2 3‘0 2’～2 3‘3 4
7

I东邻博罗，南隔东江与东莞相望I西接广烈

市黄埔、白云两区．j匕界从化．龙门两县．是地跨两广丘陵和珠江三角州的县份之一．北匝

归线投越境内北部．县内面积略呈五边形状块，南北长6 0公里．东西宽5 0公里，总面积·’

l 7 4 I．3 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 6万亩．1 9 8 8年全县人1：3 6 3．9 6万人，其中表

业人口5 4．1 1万人．县城设在荔城镇，西距广州市6 3公里；广深铁路横贯南部，广油

公路从中部穿过，广深公路横过新塘镇境内．主要航道有增江及南部的东江，故水陆交通身
’

便l是广州通往粤东水陆交通必经之路，自古以来是广州东部的门户． ．

境内地势自北向南倾斜，北部为山区，是罗浮山．南昆山脉边沿及余脉．北部牛牯姆，海拨

l 0 8 4．3米·是县境最高蜂；诲拨7 0 0米以上酌山峰有鹧鸪山．风凰山等十多座．山蜂

之间夹有小型沟谷．瀑布颇多，是西福河．派潭河．二龙河．兰溪水的发源地．土地类型主

要有山间煅田，其次是丘陵坑田以及山坡垦耕的山地梯田．境内中部．西部为丘陵区，山丘

多在海拨l 0 0至5 0 0米之间，坡度多在3 0度以下，地处增江，西福河的中游．山丘间

成南北走向的蜗田和不规则的谷地，煽田平坦开敞．土地类型!三上丘闻掘田为主．丘陵坑田，

梯田和低凼田为次．中南部岗(台)地、坑田区．界于丘陵区与平原区之间，岗丘散布，多 ．

在海拨5 0米以下，地势平缓．土地类型以岗间嘏田为主，岗地梯田和坑田为次．南部地处

东江．增江下游，属珠江三角2|{l冲积平原j多在海拨十米以下．东江沿岸最低耕地在海拨

0．5～0．8米之间，土地类型为高围田．
7

增城县地质．岩性构造复杂．土壤类型分布：北部山丘区，以花岗岩赤红壤。红色沙页

岩赤红壤，红色石灰土等为主．耕层浅薄，土质瘦脊．养分含量低，缺磷钾．中部岗丘区．‘
’

以花岗岩赤红壤．洪积黄泥圈，泥炭土田、宽谷冲积土田等为主．土质较瘦，有机质含量

低．南部平原．以围田、潮沙泥田，宽谷冲积土田、河沙泥田．红色沙页岩赤红地．基水地等。

为主．土壤养分含量较高，泥肥资源未充分利用．

增城5 0 0 0年以前已有人类居住，公元2 0 1年(东汉建安六年)，划番禺、博罗鼯

1



劣地方设立增城县．当时南海郡只有6个城，增加一个故称。增城。，至今，已有1 7 O O

多年．明．清两代棣属广州府．民国时期仍属广州地区．建国后，先后划归东江地区·粤中

行署．惠阳地区、佛山地区l l 9 7 5年复划为广州市管辖至今．县内分设l 4个镇，2 6

2个乡及村．

境内河流共l 2条．流域面积超过l 0 0平方公里的有9条，其中增江、雅瑶河．官湖

河．西福河．兰溪水自北向南注入东江，为东江一级支流．增江支流派潭河、二龙河·西

福河支流金坑河均为东江二级支流．其余流域面积近l 0 0平方公里的尚有东扛一级支流陈

家林水，西福河支流大田河及增江支流和平水．

增城县水资源丰富．除境内多年平均年径流量l 9．1 5 4亿立方米外，还有增江过境

客水2 8．7亿立方米．东江过境客水l 5 0．8亿立方米，主客水合计为l 9 8．6亿立方

米。地下水量年平均为3．4 5亿立方米，东江沿岸潮水每天涨退两次．

。 增城大部分地区在北回归线以南，属南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日照时间长，太阳幅射能

·强，炎热多雨，冬季无冰冻．千湿季节较明显．t

．年平均日照时数1 9 7 6．3小时，年太阳总幅射l 0 9．7 5千卡厘米．年平均气温

2 1．6℃，最高气温3 8．6℃．极端最低气温为零下4．5℃．年平均无霜期3 5 3天．

年平均降雨量为l 8 2 0毫米，最大3 4 3 3．5毫米(1 9 7 9年联安站)，最少

，8 7 7．0毫米(1 9 6 3年增塘站)．由于雨量分布不均匀，造成夏季易洪，春季易旱．

每年汛期(4—9月)雨量占全年8 0％以上．分布呈。双峰型’．主峰出现在5，6月。

称。龙舟水’·次蜂出现在8、9月，称白露水．夏．秋两季，是台风多发并常伴随潮水高

涨的季节．台风多在5至l 1月份发生，尤以7至9月居多，l 9 5 9～l g 8 0年受台风

影响达6 8次．台风带来暴雨和暴潮，易造成水灾．台风过少，则雨量锐减，易致旱灾．适

量的台风雨则育好处。历代劳动人民披荆斩棘，开发出6 0多万亩耕地，使增城县成为广东

省水稻的主要产区之一。还盛产荔枝、香蕉、菠萝、橙、柑、桔等水果．以及多种农作物，

是全省经济较发达县份之一．其中挂绿荔枝和丝苗米历史悠久，驰名中外．

． 由于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和气候影响，历史上洪，涝，旱，风灾害交替出现．东江．增

江．西福河沿岸低洼地区易受洪．涝，山区、丘陵易遭旱患．

建国前，东江，增江沿岸堤围矮小单薄，抗灾能力很低．汛期，洪，涝严重．每当龙门

降雨量到2 0 0毫米．增江洪水暴涨：东江石龙北站水位达4．8 4米时，境内大多数堤围

-嫂顶，溃决成灾．洪水过后．丘陵．山区出现干旱，农业望天收成，人民生活贫困．
’

一千多年来，增城人民为兴修水利做了大量工作，自明成化年间至民国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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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 5～I 9 4 8)间先后在境内的东江．增江沿岸为了御洪防潮，修筑堤围6 3条．

在丘陵山区为防御干旱．灌溉农田，修筑了朱村上小际山塘1座，草木陂6 5座．水圳l蜃

0条，竹筒车5．5座．由于时代局限，工程标准不高．防解能力低．屡修屡毁，长期不能撄．

脱水旱灾害的困境． ，

建国后．在中共县委和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过调查全县以洪水灾害为主要矛盾．提

出水利建设，以防洪复堤，联围筑闸为主，旱区则修筑蓄水塘库．制定水利总体规划．分期分

批实施．至l 9 8 8年止，共建成大小工程2 5 3 3宗．统计如下。

防洪排涝工程．建成堤围大小共8 7条，干堤总长2 7 9．2公里．提卫耕地面积

2 2．5 4万亩．人171 2 1．3万人；电力排涝站l 0 9座，装机容量1．9 9万千瓦，排涝

面积l 8．4万亩．

灌溉工程t一．建成山塘和中小型水库共4 l 4座，总库容2．1 5亿立方米，有效摩

容1．6 3亿立方米．灌溉面积3 1．7万亩；二：引水工程1 3 2宗，引水流量3 7．7立

方米／每秒．灌溉面积l 0万亩；三．电力灌溉站l l 6座，总装机1．1 5万千瓦，灌溉

农田l 9．6 4万亩．

小水电工程。建成发电站l 8座，总装机容量I．3 2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4 4 0 9

万度．其中并入大电网运行的l 7座，多年平均发电量4 3 9 7万度．

田闻渠系整治：建成大小水闸．排灌渠道等l 6．5 8宗，经过整治的面积达到3 5万一

宦．其中达到标准的2 2万亩．
’

建成上述工程共投资1．2 6亿元，其中国家投资8 4 7 6．4 7万元．完成土方8 2 2

6．．4 8万立方米．石方2 0 4．7 3万立方米，砼方l 0．4 4万立方米．用去钢材5 2 l 6、

吨．水泥8．7 7万吨．木材1．3 3万立方米．

还参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血吸虫病疫区结合兴修水利．开挖排水圳1条，填旧渠

4 0条．开新渠2 2条，填土灭螺l 4．2 3万平方米．药物和火焰灭螺1．1 l万平方米，

哄完成土方2．2万立方米．

建国3 9年来，增城的水利建设经历过艰难曲折，不断提高，逐步完蔷的过程，大致可‘

分为6个时期： ． “

第一．经济恢复时期(1 g 5 0年一1 9 5 2年)；以防洪复堤为主．发动群众联围筑

闸．东江．增江船岸堤围全面培修加固，处理险工隐患．较大的工程有增博大围第一期工．

程．与此同时，推行一村一小型水利运动，先后动工兴建的有山猪盂等塘库．

一第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 9 5 3一l 9 5 7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l 9 5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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