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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志书是我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这种为我国所独有的文化形式，
世代相传，源远长流，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做为主管电力工业的

管理机构——邵阳电业局，为了回顾历史，鉴往知来，传之后代的需

要，担负起《邵阳市电力志》的修编工作，是责无旁贷和实属必要。
我们遵照湖南省经委、省电力工业局的指示精神，按照编志要求，

从一九八二年起，至今日止，对邵阳电力志进行了两次修编。第一次修
编的《邵阳地、市电力志》，是从一九八二年八月开始，一九八三年九

月铅印成册，其断限期为一九八一年。尔后，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

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的要求，新方志下限期暂定断至一九八
五年，即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之时。省电力工业局为编篡湖南省电力工

业志，亦要求各电业局将原编印的电力志续编至一九八五年。
鉴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问邵阳市行政区划几度变化。原涟源

地区管辖的邵东、新邵两县和原邵阳地区所辖各县先后划归邵阳市管
辖．因此，对续编近几年的电力资料，采取在原志的基础上予以补充的

办法是无法完成的，它难以达到前后照应．脉络通顺、层次分明，避免

重复之要求。故从一九八六年三月开始对原志采取改体重编重印。以原

志为基础，增加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五年资料，增进邵东、新邵两县内

容，完成《邵阳市电力志》。

在编篡过程中，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用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广征博采，收集资料，去伪存真、
略古详今，实事求是的记叙一九二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邵阳市的电力发展

的历史过程和现状。在改体重编中，其内容有增有减，有详有略．对总
装机在5 D o千瓦及以上的小水电站的建设过程及现状，这次逐站做了记
叙；系统电网，5千伏及以上输变电工程的建设历程，亦分站作了简略记
载。

本志以一九八五年底为断限期：部分事实记叙至一九八六年·其内
容经反复核对，力求准确，宁缺勿滥，多数以表报帐册为准。在征集资

料中，由于史料不全，加上文化革命运动的波及，许多重要资料失手，



给编志工作带来困难，致使志载内容，不甚完善。加之机构变动频繁，
掌握材料不多，时间仓促，编写人员水平有限，遗误之处，在所难免，
恳请阅者批评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承蒙邵阳市志编篡委员会的正确指导，邵阳市档案

馆，邵阳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市及市辖各县的有关科、局，各水、

火电厂(站)、自备电厂和局属各单位大力支持，使之顺利完成了编志，

任务，在此谨致谢意!

湖南省邵阳电业局编志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材料收集：黄志成、林 亮

编 写：黄志成、林 亮

审稿人员：钟达明，赵子健、熊名奇、张勤干、占先洪、胡健吾、

刘加清、周接术、李双阳，李镔钰、莫苏元、海贤明、

袁寿夫、潘跃元、赵继堂、杨乾思、胡光增、张光友、

谢志长、徐春辉、杨耀武、童文松、赵雄、李绍其、

刘洪友、周维汉。



1979，邵阳电业局生产、质量、安全成绩优异，

被省电力管理局评为局际竞赛优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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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电业局调度室内景。



邵阳电业局自行制造并推广使用的有载自动调压装置。

(1981年装于城东变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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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邵电力局的喷水池



妻屯所门景



电厂门景

宝庆变的主变



新邵局办岔大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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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县元未山电灌站外貌(1975年投运)。

洋溪桥雯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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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邵阳市是一座历史名城，宋，明，清三代及民国初的宝庆府治，一九三八——一九四从

年的湖南省第六行政专署，都设在此。千余年来，邵阳市一直是附近州，县广大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国以后，邵阳地委．专署亦设于邵阳市。

邵阳市，位于湖南中部偏西南，资江上游。地势大貌是：西，西北多高山，东南，东北

多丘陵，整个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

地理位置：

东经一百零九度五十分至一百一十二度五分，北纬二十五度五十九分至二十七度三十

八分之间。东北与娄底地区接界，西邻怀化地区，东与衡阳地区接壤I东南有零陵地区，南

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毗邻。全市总面积二万零七百五十九平方公里。

行政区划：

建国初期，邵阳地区辖邵阳、隆回，新宁，武冈，城步，新化六个县。一九五。年成立

邵阳市，是区一级，一九五O年七月把郊区划进来，邵阳市改为专辖市。一九五一年划邵陌

县为邵阳、邵东，新邵三县，并将黔阳地区的黔阳，绥宁县的部分地区划入，成立洞口县。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撤销益阳专署，划入双丰，湘乡，涟源三县。一九五八年六月从黔阳地

区划入绥宁县。一九六。年划涟源县的娄底，新化县的冷水江为专辖市，一九六二年撤销，

恢复为县辖市。一九六四年湘乡县划属湘潭地区。一九六九年划新化县的冷水江为专辖市。

一九七七年七月八日邵阳市根据国务院(77)81号文件改为省辖市，由省管理。一九七七年

七月邵阳地区一分为二，划为邵阳，涟源两个地区。而邵阳地区则管辖邵阳，隆回、洞口、

绥宁，城步、新宁，武冈七个县。一九八三年八月十九日，湖南省人民政府以湘政发(1983>

67号文“关于地，市合并调整行政区划的通知刀载。新邵．．邵东两县从娄底地区(涟源地区

于一九八二年改为娄底地区——编者注)划出，归邵阳市管辖。一九八六年二月十三日湖南

省人民政府湘政函(1986)1号文根据国务院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批准撤销邵阳地区，

实行市管县，将邵阳，隆回，洞口，武冈、绥宁，新宁县和城步苗族自治县七县划归邵阳市

管辖。至此，邵阳市辖桥头区，东区，西区、郊区等四个区及邵阳，隆回，洞口，武冈，绥

宁、新宁、邵东、新邵和城步苗族自治县等九个县。

截止一九八五年，邵阳市共有65个区，50个镇，11个街道办事处，。03个居民委员会，

1836个居民小组；镇辖村738个，6836个村民小组；321个乡，4893个村，55796个村民小组；

1530597户，6186480人(其中非农业人口590625人)，共有耕地面积496．43万亩。

水陆交通s

邵阳市共有水路航道837公里。其中常年通航435公里，季节性通航40公里，断航362公

里。200吨的机船可从邵阳市通往隆回、武冈、新宁三县。资水航道每天有客轮上溯邵阳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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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渡口，下达新邵县酿溪镇。公路总长为6425．18公里。其中国家干支线2589．78公里，县乡

公路1345公里，专用公路106．4公里。

铁路运输：有娄邵线长107公里，与湘黔主干铁路连接，通全国各地。

水利资源：资水流经邵阳市，支流遍及各县，水源丰富。巫水发源于城步，流经绥宁，

落差较大，水流急湍，河床较深，利于能源开发。邵阳市水能按理论计算可开发i叁_147·2万

千瓦。近年已定点规划建立500千瓦以上电站87处，计划装机54．3万千瓦。其中已建立500千

瓦以上电站46处，装机82371千瓦。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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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

截止一九八五年，邵阳市现有煤炭储藏量为13450．8万吨，分布在邵阳市郊和七个县境

内，年开发量153万吨。其中烟煤储藏量为5177．1万吨，分布在邵阳市郊和洞口、邵东，新

邵县境，年开发量为92．1J7吨．另外还有小煤窑年产量104万吨。

附。“邵阳市煤矿分布示意图"。
‘

’

水文、气象及地震：

水位s有记载以来，邵阳市最高水位为218．88米，出现在一九四九年六月。一九五四年

最高水位218．76米。两次分别超出替界水位8．74，8．62米(警界水位210．14米，以邵阳市水

位测量点记录)。

低温及冰冻I据建国前的资料记载，一九四三年元月十三日，极端最低温度一4．4℃。一

九七七年元月三十日极端最低温度一10．5℃。冰冻最长连续时间为211d、时15分，出现在一九

五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一九五五年一月五日。最大积冰直径为69毫米，重量为68克／米，

出现在一九五七年元月十六日。

风速。自一九五。年有记载以来，邵阳地区最大风速为18．3米／秒，偏北风，相当八级

风，瞬间最大风速为25米／秒，相当lo级风，出现在一九七八年十月。据三十一年的统计，

全区历年发生过八级风计有二十三年，五十四次。发生在四，八月间为最多，四月发生十二

次，八月发生十次，七月发生七次，其余各月(除十二月)分别为l一4次。

地震；历史上邵阳有地震的记载。以明代正德四年(公元一五。九年)。嘉靖四年(公

元一五二五年)和崇祯四年(公元一六三一年)三次为最剧。其中又以崇祯四年七月夜震，

郡阳市受灾比较大。据《湖南地震史》记载，正德四年和崇祯四年的两次地震是因公元一五

。九年益阳、宁乡五级地震和公元一六三一年八月十四日常德七级大地震波及邵阳所致。

建国以后，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仪器测得隆回县望云山林场附近发生一次一·八级地

震，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日1l时53分至19时15分邵东铜罗坪，云麓两地发生三次l—1．2级地

震；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7时45分至二十八日21时10分邵东县廉桥连续发生四次

1．2—2．8级地震，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7时2分至十八日23时40分邵东界岭连续三次发生

1．1～1．2级地震，一九八五年二月七日20时28分至21时53分邵阳市郊连续发生两次1．7—1．8

级地震。

附；“邵阳市历次地震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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