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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山丘地区与'lCl'iJ))是《、湖南省水利志》的第四分册，也是本志的第四篇。

湖南习称的山丘区系区别子器区市言， E!P i.乏揭省境内除去jl!1l庭带区及西水尾闰区堤

注以郊的地远。湖南全省总面积为211829平方公里，除去j自菇浦区面积15200平方公里

及四水电!可!R堤在面积895平方公里，山丘地区uiHH为 195734平方公呈占全省总面积的

92.4份。按1984年统计的全省总耕地面积为5057.02万亩、总人口为556 1. 32万人，除去

湖区耕地面军只868万吉、人口 598万人， ÚJ丘边区耕地占全省恙耕地的82.80奋、人口占全

省总人口的89.4铃。?提高山丘区地域辽阔、地?在复杂、气娱多变， p李商在时空上的差异

极为显著，早洪灾害年有发生，绝对风调雨赖之年在历史上甚为少见F 湖南社营经济发

展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均以农业为主体，因百出丘远的求自水手IJ长期出来成为与旱洪灾

害作斗争的重要手段; j提高山丘区溪河组横、水量丰富并具有较犬落差，河流的水能蕴

藏量达1532万千瓦，而湖南无?自缺煤使水申在全省能源中的地位更为突出 z 此外，商甫

1封丘这地下水资源错量很大但不少地方长期来"地‘?水摸滚流、地面水贵如油"海南

山丘区由于自我因素和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本主流失现象自古有之旦吕趋严重。建国三十

多年来的山丘区水利取得很大成绩，在农田水利、水力发电、地下水开发利用以及水土

保持等各个方噩的成武超过了前人千多年的辛苦经营并收到了极为显著的效益。 1äJA全

省而言，山丘这农吕旱涝{呆收的水平还不高7.且能资器还有80%左右没有开发，地下水

资琼也只开发储量的25铃，水土流失面积至今还有四万多平方公里。基于距离特定的自

然条件布社会员史条件， l111王区水平可是个长期、理巨商又提为复杂前任务，还有待今后

作更多的努力。

《山丘地区水利》第分为 z 出丘区的旱洪灾害、农田水利、水力发电、地下水开发

利用、水土保持等五章，另设附录，包括韶山灌区、妇溪水电站、 m滩水电站、东江水

电站四个工程专志。前三章于1985年 8 月召开的本志第三次丰稿会议进行了审稿，参加

审稿的人员有z 衡F日 1]1水电局局长全尧，悔?草市水电局蜀长高守良，长沙市水电局副局

长兼总工程!可祠成祷，邵阳市水电居 ~Il民长吴绍伟，岳~S市水电局~Ij局长达先传，株Yìi市

水电局副司长赖翰文，零陵地区水电局居长袁就森，怀住地!R 7]<.电局局长李宗荣，持~1'1'1

地区水电司副局长高镜波，邵阳地区水电居副局长李明是，委j茜地这水电局副局长梁孔

赖，自治安宁1 71<-电窍副局长邓声裳，省水利水电厅技术委员邓朝宗、冻玄之、 xrJ足征、邓

王三藻、去敦蜀，省水军Ij水电厅办公室主任度颂字、工程周建五权、骆祖景、居树山，省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在副;总工程师袁彰志、工程~如顿建国，省水和j水电学校党委书记xrJ

其鱼<(期:有水军1])) 黯主编陈光耀，水利电力部第八工程蜀工程师黯欣一。附录中的商

j菜、岚潭、东江三个专志也在1985年 8 月进行审稿，参加审稿的人员有z 水和电力部中'

南勘测设计院葫长罗绍基、腰问徐镇国、副总工程蹄子在朴、梁文浩，71<-手IJ 电力部第八



工程蜀顾问吴大舆、副总工程师龚力i恙，省电力工业局副总工程赔了正伊。

本篇各章由下述人司执笔编写 E 第一章，邓谷君、陈子余、尹{中春F 第二章，邓谷

君、郭华山、邓章藻、向欣一、邹石林、对莽、刘期款、安悟年p 第三章，毛远{堂、愚

料山、邓谷君p 第匹章，余觉民z 第五章，李容元。四个工程专志的结写入为z 又F谷君一

〈韶山灌区) ，杨逼(拓溪水电站) ，龚力i兼〈凤滩水电站) ，吴大舆〈东江水电站)。

对本篇有关章节提供和整理资料的有下述人员 z 郑家定、何显楠、彭f岳、熊重威、李竞

漏、李文费、颜建国、余 EÉ道、林最、王定乾。最后， Fl! 骂谷君扭扭4审稿主;丑豆、j 全篇进

行了通改定稿。

本篇在编写、审稿中，得到水和电力部中 I每勘测设计院、本军IJ 电力音f5 *八工程岛、

省电力工业局、省水利水电黯据设计院、告本科水电学校、苦水平1J7j(电厅农围水军IJ }fJ 、

工程灌溉管理局、机电排灌昂、小水电公司以及全省各地-11JJj(电局的大力支持与 þtr韵。

对于参加编写、审稿、提供整程资料的同志和给予支持、!辛勤部J各今单位，表示衷

心惑谢z 书中存在的缺点错误，敬请批评指正。

湖南省水羁志蠕事办公室

一九八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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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而在医弱早洪灾害

期离广大山区、丘棱区的旱洪灾害，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不绝于书。它严重影响农业

生产，迫使人们不得不认真讲求水利F 它又是历史上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转

前使5有水利设施在动乱中不断遭到鼓环荒芜F 市湖南自古以来以粮为主的单一农堂结

构对生态环境恶化的逐渐加剧，又{宅建旱洪灾害愈趋频繁。上述三者之坷的因果辩证关

系，是商南山丘区的自然地理、水文气象和社会历史条件既决定，也为近二千年来的历

史研证实。

由南处在亚热带地区，受季风的影响较大F 雄形上又是东、西、薛三面群出耸峙并辑

北散口，有莉于冷空气的人f圭和深入。因而，由丘区旱涝主要取决于冷暖空气的盛衰及

其交绥过程和位置。春夏之交，窜下冷气蔬国热气流堵塞市停滞在南龄一带，造成持续

阴雨，降水急居Ú J f:fti量大的暴器i在山王区扭易肇致山洪暴发，洪水成灾。盛夏初软，由

于南方海洋暧湿气匮的盘据以及副热带高压的北挺西伸，全省在单一援气挠稳定控制下

造成暗热少雨，山丘区极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夏早或夏秋连旱。至于全省性的特大旱洪灾

害， 9!í!基于当时的特殊天气条件和异常气候变迁背景，在机遇上虽较为少见，但仍有较

明显的阶段性和周期性。

历史记载资料表畴，湖南出丘区的旱洪灾害有如下五项特点z 一是洪灾出现的年次

较旱灾多，且自 1524年荆北培 2后出现的连续全省性大*年显著锦多。二是暴雨山棋的

受灾汪医大都不广，灾情一般不重，但如因本与长江同时上涨黯将鼓成全省姓的洪灾，

前干旱则往往成片出现{旦又有块块旱、插花旱的特色，旱黯较为藏繁丑持续时间可以多

达一、二月或数月，极易形成大克围和较严重的灾情。三是旱洪灾害发生的区域均以湘

水流域最多，以下依次为狂、资、遵水挠域z 溺水中下游的街邵盆地是全省干旱较为严

重的地区，而出丘区的出洪灾别为插花性的点片成灾。四是旱洪灾害大部交替出现并具

有各种不同形式，白地同年或水旱交侵或水旱迭晃，币以春夏大水、款后复旱的情况较

多J~一地区年际问旱洪交替出现的情况极为普遍，同一年内地lR部旱洪各衷的情况也

较为多晃。五是全省近二千年来的干湿变迁有较明显的阶段住，大旱吉夫水均出现有一

定的承替规律。



第一节旱灾

从湖南商言，山丘区遭受干旱对人民生产生活陪带来的影响远较洪灾为大。这是骂

为 z 后者出前者更具局部性且历时较短，通过水莉设施也较易防悔，此外. t胡离自古以

来均以种撞水稻为主，且在建国以前大部种握一季稻，作物生长追切需J./C时期正值降琦

稀少，势必因干旱缺水减产甚至颗控无收。国菇，海南历史上每每大旱之后继以大饥，

"读拜载道"、 "死亡拉藉"的记载不绝于书，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大部发生在大旱

大饥之后。

干旱的发生器由于天时. 1.旦成灾的大小罢r1与水利设施的有无、多少和兴应有关。湖

南山丘罩在建自以前主要依靠瑭坝灌溉，有的罢!j为无水利设捷的天水田，一旦旱象发生

必然踉或不同程度的旱灾。而历代封建王朝灭亡之前大都朝政废弛，动乱相寻，水军u愈

加蔬敌，瑭坝愈趋荒度，不仅旱灾旗数增加，亘在往出现连续性的大旱，终至民不聊生
，胃事霉'阳喳~

市力加口速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湖南 LÙ丘区的农洒水利工程有很大

发展，己基本扭转员史上农业靠天吃饭的局菌，在 1960、 1963和 1984年的凡次大旱年仍

然夺得丰收"大旱之后必有大规纱已成为历史的提律。但全省水利建泣的发展还不移

平衡，山丘区还存在少数水利条件较差的地区和一些小片干旱死角。因而.w丘区局部

性干旱白黑无法完全避免F 捏着全省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工在业用水量逐年急副增

加，有些本来不缺水的地方近来也有水灌日趋紧张的趋势。

一、旱年统计

克于史料的湖南旱情记载，夫妻5年代意远愈少，十二世纪的南宋以后才逐渐增多。

出现这一信-涯的露西是多方E的，除崩离开发较远和文献有缺外，还由于古代记载旱情

多从受灾损失出发，开发较早、交违较便以及人口较多的地方稍有受灾即有记载9&.之

纵有大旱也不能较多地为史志所反块。因而，史料无受旱记载并不等于未发生干旱，记

载甚少也并不等于干旱少见。其次，古代文献记载旱灾大都较为简略. 1良难据以判断旱

情的轻重，更不能作为比较的依据。基于上述，对历代旱灾只作绕计而不前年衰，而JH;

项统计研反映的也只盖认为是比较接近实际的一般性规律。历 f-\::;旱灾资料主要根据史料

志书，其书某府某升!旱的不能理解为该府州的各芸均旱，市民书某县旱的也可能吕其他

种种累国再不仅止一罢。干旱一最成片出现，湖南山丘区又多出理块块旱和插花旱，建

居后的资料表明即使一般旱年也决不止一县一边。在统计历史资料时虽不应主观臆断哥

自作处理，但也要考虑上述具体情况。为此，统计时按当年有一县受旱部作为一个旱年
- ‘骂赢醺

计算。期离历史考古研究所辑部的《海南自然灾害年表》军口商南省气象局气候资料室编

E口的《湖南省气候灾害史料)> 9 均是根据这一原则进行统计的。本志编寨过程中，除查

隔历代寨修的《湖南逗志》和各菇、州、县志外，还查碍了立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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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呆存的辑清两~潮广总督与海南巡抚的奏苦?以及国内各档案信、图书信所改藏的有关书

籍杂志资抖，据此作了一些增补。增补时报提下述原则 z 一是凡正式史科志书有确切记

载的必须增补，二是前人根据史料志书编梧的灾害年表经接琦可信的予以增补，三是其

她资料一般只供住证不作增补。据此进行统计，自最罕有记载的公元前 196年至建国前

的 1949年共有早年487年次。建国后，按当年受旱面积占总耕地击积 5%以上作为旱年

标准，至 1985年止共32年次。存郎，湖南从公元前196年至 1985年的2181年中共出现旱年

519年次，平均每百年出现旱年23.8次。考虑、古代抉纪较多，如自十二世纪开始统计平

均每百年出现旱年53.9次，自十六世纪开始统计剧平均每百年出现旱年72次。

湖南旱灾按世纪进行统计见表 1 - 1 .表中二十世纪统计至 1985年，五世纪无旱灾

记载。

-r-
旱灾出现
年次

十九 77 

二十 66 

即-201些j 二 19
世纪 :平均 23.8

477 

! 世纪
!-1主动

十八

表 l 一 l

纪
一
兀
-
二
一

世
公
二
前
前

r
'飞
-

旱灾出现
年V<

世纪
〈公元〉

九

旱灾出现
次年

6 

19 

3 

8 

十

十一

十二

2 

3 

2 

53.9 

350 

Ä 、ff
12-20 、卫队

世纪 i i 平均 j

出奉告 i

16-20 .山… 1
世纪 w+l--, I … ;平均|

19 

39 

50 

58 

78 

十二

十四

十五

十六

5 

245 

自

/\ 

七

J\、 72 十七

全省性旱年向无明确妇分标准，现按下述情r(5l处理=一是建国以前部分以史料志书

记载为"湖南旱"、 "全省旱"的为全省性旱年，记载为"大旱"的1'P为全暂住大旱年

(1740年至 1949年按《湖南告气候灾害史料》陪陪旱涝等级表①进行到分) J 二是建国

以后部分以当年受旱面积大于 1000万富、减产粮食 10亿斤以上的作为全省桂旱年，当年

受旱茧积大于2000万亩、减产粮食20亿斤以上的作为全省大旱年。湖南最早出现的全省

柱旱年，据需黑黑二十三年寨修的。提广远志》有必始皇十二年(前235) 天下大旱，

楚罔纱的记载. {旦楚地辽弱，厨指过于合法，予以删去。据此统计的全省挂旱灾见表 I

-2 ，表中各年份右上角有 "0" 的为全省性大旱年，二十世纪统计截止子 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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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 全省性旱灾
世纪←一←丁一 ( 

!次数1 年 份 〈公元〉

公元首I 2 前177 0 前730

-l lj86 

nJ 
一
一
一

235 2550 266 

因 338 

己干!-1:7F;38
/飞 I 1 785 

九 4 805 806 808 0 825 

千民币300 … 999 

1033 0 1075 1077 10800 1088 

1101 11350 1171 1174 1180 1182 

1202 12150 1298 1299 

13340 1341 

1414 1415 1426 1427 1434 1438 1440 1441 1445 1446 
十五 20

1448 1453 1455 1458 14590 1467 1468 1479 1488 1490 

1508 
十六 12 

15390 

-十七 '~~r 1641 0 

十八 ! 4 I 1703 

十九 7 I 1802 0 

15090 1513 1518 1523 1528 15380 

15440 15450 15890 1590 

1642 1643 0 1646 1652 1653 0 1671 0 1679 1681 16960 

1706 17780 1785 

1807 0 1813 1820 18280 18350 18950 

二十 17i
1400 1921 0 19250 19280 19340 19450 1956 1957 1959 1960章

1961 19630 1972 1978 1981 1983 19840 

合计 11061 其中全省性大旱年38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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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离旱年具有明显的连续性. lU 16-20世纪的350次旱年为剖 z 夺目隔一年发生一次

旷的42次，相隔二年的 15次，相隔三年的 9 次，梧隔离年与五年的各 3 次，相黯六年与七

年的各 1 次，其余276年都是一年接一年连续出现的。事实上，局部小翠围的块块旱兀

乎年年均有，文献上有记载的当属较大范围的局部偏灾。全省佳旱年也有连续出现情

况，表 1-2 中连续二年的有16次。除九、十、十三、十七世纪各 1 次 (805-806 、

998-999 、 1298-1299 、 1652一1653)外，最多的是十五世纪，共有 6 次(1 414-1415 、

1426-1427 、 1440-1441 、 1445-1446 、 1458-1459 、 1467-1468) ;十六世纪 4 次

(1508-1509 、 1538-1539 、 1544-1545 、 1589-1590)，二十世纪 2 次( 1956-1957 、

1983-1984) 。全省旱年连续三年的有 2 次 (1641-1643 、 1959-1961 ) ，前者三年

中有商年为全省大旱旦随后的十年中又出现 2 次全省旱。646 、 1652) 和一次全省大旱

(1 653) ，后者三年中有一次为全省大旱豆接踵出现再一次全省大旱 (1963)。十五世

纪和二十世纪的全省旱年出现频率是极为接近的，十五世纪 100年出现20次I:lP 平坊 5 年

一次，二十世纪85年出现口次也是平均 5 年一次。

全省f生早年的发生还具有较晓新的野段性 1-2 世纪仅有全省性旱年 1 次，

3-4 苦纪上升到 4 次; 5- 6 世纪下降到只 1 次， 7-8 世纪叉上升为 4 次; 9 -10 

世纪为 7 次， 11-12世纪又上升为11次; 13-14世纪再次下捧为 6 次， 15-16 世纪再

次上升为32次; 17-18世纪下降为14次， 19-20世纪叉上升到"24 次〈至 1985 年〉。亦

即，大约200年出现一次全省性旱年的蜜集。全省性大旱年从十六世纪以运也有密集出现

情况 1509-1545年的 36年中出现 5 次，平均7.2年一次; 1641-1671年的30年中出现

4 次，平均7.5年一次; 1802-1835年的 33年中出现 4 次，平均8.3年一次; 1921-1945 

年的24年中出现 5 次，平均4.8年一次， 1960-1984年的24年中出现 3 次，平为 8 年

一次。

-、 旱期统计

湖南山E区旱灾发生的季节，水利电力部水利水电科学院和海南历史考古研究所曾

分到作了统计，前者统计时间为16-19世纪的400年(握《长江中下游五省16-19世纪旱

需分析抖，后者为 16圣4-1949年的305年(据《湖南自然灾害年表)) )。湖省省本科厅对

建国后及建国蓓的 180次旱灾，也按季节分布作出统计〈握《湖南水旱灾害分析>) )。

上述三项绕计成果觅表 1- 3 ，表中各栏的份数系按各自统计次数求得，最后一栏的%

数蛋Ij为三者的平均遣。

古代史料研i己四季均指阴历，如按合历推算夏季为 5-7 月，秋季为 8-10月。湖

南在本世纪五十年代亩以种植单季稻为主，旱灾多发生在夏季的6、 7商月， I:lP 以夏旱为

主 F 五十年代后逐渐发展及季稻，重旱多出现在晚稻生长期的 8-10月，部lU秋旱为

主。据24个站近30年的资料进行干旱统计 z 晚稻主要产区出现干旱天数在一个半月以上

的重旱机率为40份，平均约两年半一次s 出理干旱天数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中旱机率

为70%，约三年两次，早稽〈生长期 5-7 月)主要出理轻旱，个那边远有出现重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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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旱的情击但事l牢不大。中稻的统计月份是每年的 5-8 月，比旱韬撞远一个月 1旦比硬

稻叉提早离月，其干旱规律与早稻接近，在重旱区的干旱程度比早稻重但比晓稻轻。

表 1-3

4盯主工艺tJ( *电量哩哇?坦白牛
妻?(次 7 I 44 I 19 I 2 18 43 I 6 

在 -%--r~-t-;~1~3~-;1丁Ji iiJjliLEf--)-;广-币
考~I丐÷「( i马二 I 161 几~I口1---3-~;→丁 8卢o 飞8 斗4 一丁丁
吉 l---~--~- !←干二←→一一; 二--1-一)一一斗、斗|一→刊!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i--• 

主fiJT←旦土芝芒-1巴三土旦二土巳1巳二兰兰半1三二二二Lj凹巳旦旦|凹兰土7川-型卫坐纪-l jVJZJ ?三; 已二100
水|次 7 I 46 I 2.7 I 2 20 47 10: 6 13 2 1 180 
莉|→ i一-1一一-卜一←一二…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广一;
厅!伪 4 I 26 15 I 11 I 26 6 3 7 I 1 1 100 
)一一←一-，一-一一-1一一一-一;二 一 J一一一一一l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 -1一

伪 I 5.2 I 31.6 1 13 • 4 1. 0 14.1 I 24.2 , 4.5 4.6! 3.9 

-、 旱区分布

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于1963年对跨搜集的434年次旱灾历史资料按流域进行了统

计，各流域出现的年次及珩占的百分数分到为z 语水混域213年次，占4号、年次的 49 0/0;

资本流域62年次，占 14侈，沉水流域 106年汰，占25 0/0; ìf~水注 j或 53年次，占 12场〈捏

《湖南自然灾害年表》附表五〉。

湖南一般年f芳自六月后常在副热带高军控制下，肇致天气黯热、降雨稀少。商西北

正处子副热带高压边缘，因而干旱最轻z 海西南及湘东m莫过因受台风等热带天气系统的

影硝带来降水，早象常可有所缓和; I百湘水中下游正处在副热带高压中心， !:JJJ 因受副高

有线线下的下;元气流影响，雨量显著减少。但干旱发展成为旱灾以及旱灾的轻重，还必

须考虑水利因素的影响。海南省水利水电勘醋设计院以近五百年的旱灾资科和近二十年

的实测气象资料作依据，用水黯生长期的干旱天致、水平舌生长期的干旱指数和水摇灌注

定额等捂棕进行统计分析，将全省划分为主早、中旱、轻旱三区并绘制了《湖南省干旱分

区国)) (李瑞岳、沈兴南((海南省旱涝初轩)).或《水资器与水利区划)> 1984年 1 、 2

冀的。湖南的重旱区主要位于招水注域，瓷水中游的辰水、部水流域和;国庭;可区F 中早在

主要位于民水流域，资水、 j量水下注及副本右j主下游幸江西武功出一苦z 轻早区别为湖

南东南壳和西北窍，语水支流沫本上茹及活水支边西术上讲等地。重早区有3叶、县、 6

个市(涟漂、及峰、新器、部东、蓝图、召H8、衡陆、衡山、祁东、祁阔、菇吉、萄末、来阳、

东安、零陵、豆豆牌、道县、江永、薪园、岳陋、华容、南县、民江、商店、汩罗、望坡、长沙、宁

乡、湘潭、湘乡、株部等县和故县、茶陵、浏ß8三县的一部分以及长沙、湘潭、株洲、

衡霞、部陆、委底等市) J 轻旱区有 16县〈鄙县、桂东、汝城、龙山、桑桂、大震、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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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保靖、古丈、花垣、吉首、凤凰、域步、靖县及通道) J 中旱区别为不包捂上述的

其毡县市， i旦话暖、泸j柔、辰溪等县和鼠浦县的一部分以及靠广西、广东边界的城步、

宜章等县的干旱指数、灌摄定额等指标均偏高，属于中旱区的重旱这。上述旱这划分表

明 z 重旱区为北抵洞庭海区、南到道县江永、西至4隆因邵阳、东到{在罢茶睫的一片北京

南西南斜长条带状地区，贯穿全省。重旱区两倒向湖西北〈自治州、!)、期东南〈部县桂

东等县〉等地发展，由中早区逐步过读到轻旱区。这一如分反映了当前水利设拖情况z

据中丘霞区的水和设施较好，洞庭海区客水较多，从商旱灾程度减轻F 街部地区三十多

年来的水利茧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旱灾危害也有所降筒，但下垫茵茵素特别是石灰岩地

区及部分紫色页岩地区因不保水或水流入地下造成地面缺京，虽通过一些工程撞撞可以

黯少下垫面因素的部分影响，使本应成片的干旱地区改变成局部、插花盐的旱区，但旱

情仍很严重。

四、建自以来的逐年旱灾统计

海南岳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历来均有旱灾受灾的统计数字，克表 1-4 。本表的

受灾E积及减产数， 1950-1981年握《混南省水利建设统计资料汇编》、 《湖南省水利

统计资料简明手册》引用， 1982-1984年据省防?乳白早指挥部的《拭旱工作总结》引

ffl ， 受灾、减产爵栏的"铃"指各占当年耕地总面积与稳食总产量的百分数，成灾比为

成灾面积与受旱面积之比。

表 1-4

;受 旱|成 灾!粮食减产
年份; 一「一一一一} • i 

一IJJ I白白)一?!?〈些~I一些-Z飞吟出心 l?
1950' 5ι99 I 10.6 198.95 3.8 I 0.37 i 4.60 3.1 

1951 

23·456 RUFDPDFDF3 99999 
嘈
E
A
-
E
A
-
-
A

‘
E
A
-
z
i

1957 

1958 

1959 I 

520.76 0.47 4.21 2.5 245.43 4.7 10.1 

319.87 0.44 1.0 2.00 141. 75 2.6 5.9 

937.84 9.36 4.8 7.7 0.45 17.1 424.11 

257.72 1.3 1. 85 1.0 0.29 4.6 73.63 

596.41 0.37 1. 8 10.6 222.98 4.0 4.06 

1727.21 9.4 1030.96 17.8 0.60 19.45 30.3 

1300.97 11.48 5.1 0.47 612.66 10.6 23.0 

450.88 2.87 1.2 8.1 2.8 0.34 154.15 

1746.79 0.48 7.5 816.92 16.51 32.1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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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续〉

受旱
年份二~寸

+面军只(万亩) I 伪

1960 2则 .45 137.2 

1961 1413.99 I 26.8 

1962 1 523.71 9.9 

1963 i 2066.20 I 38.7 

1964 j 760.04 I 14.1 

1965 

1966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i 

1979 I 

1980 : 

1肌;

1982 ! 
1983 

1984 

8 

513.91 

672.75 

238.62 

289.79 

272.83 

256.43 

795.09 

164 1. 90 

189.39 

669.52 

496.72 

341.99 

215.13 

1305.71 

822.35 

849.40 

1890.28 

1850.55 

2396.70 

2953.67 

9.5 

12.5 

5.4 

5.4 

5.1 

4.9 

15.2 

31. 5 

3.6 

12.9 

9.6 

6.6 

4.2 

25.3 

15.9 

16.5 

36.8 

36.1 

46.9 

58.4 

成

i ïfff，~(万亩)

1253.55 

801.52 

186.85 

1135.62 

320.69 

194.60 

264.30 

102.42 

108.08 

95.21 

79.02 

247.98 

654.36 

79.21 

212.46 

138.61 

89.86 

83.58 

516.05 

320.12 

1015.73 

705.55 

984.87 

1644.15 

?上古?一一?iE
侈 !成灾花;总数(乞斤〉 j 场… 0.62 …-1 一二工

14.9 0.57 18.08 11.3 

3.5 0.36 5.73 2.8 

16. 9-

I 2.8 

2 1. 0 

5.9 

0.55 

0.42 

30.52 

6.05 

3.6 0.38 5.58 2.6 

4.9 0.39 5.53 2.2 

1. 9 0.35 2.47 1. (j 

2.0 0.37 2.49 1 .。

1. 8 0.35 3.12 1. 2 

1. 5 0.31 2.28 0.8 

4.7 0.31 4.70 1. 4 

12.4 0.42 18.24 5.6 

1. 5 0.42 1. 51 0.4 

4.1 0.32 6.29 1. 8 

2.7 0.28 3.00 0.8 

1. 7 0.26 3.02 0.8 

1. 6 0.39 2.25 0.6 

10.0 0.40 11.08 2.7 

6.2 0.39 6.01 1. 4 

10.53 2.5 

19.8 0.53 19.50 4.5 

13.8 0.38 8.48 

19.3 0.41 19.91 3.7 

32.5 0.56 26.70 5.1 



表 1-4 表院如下四点:一是全省每年均有旱灾发生，仅四年旱情较轻( 1954 、

1970 、 1973 、 1977 )。这四年每年受旱菌积虽不到总耕地面京的 5~dfl.仍有 200 万亩左

右，年减产粮食0.4-1 号h 二是三十五年来平均每年约有960万亩耕地受旱，每年成交

面积约4:)0万言，平均每年或产粮食 9 乞斤;三是由于水和事业的发展商提高了抗翻干

旱的能力交陕在成灾比上从五十年代的0.43降{岳王'J七十军代的0.35 ， ~辛低了 18.6 号奋 F

E是党和人员政府在旱期采取了大量的抗旱救灾捂菇，虽每年粮食减产 0.4 -16.9扬，

但道无撬窍，路无饥窜。

五、全省性犬旱年纪实

;湖南有记载的全省持大旱年共有38年次， fê.十六世纪以前的大部记载简略，因而只

i己述十六纪至今的 12次特大干旱年。 ì2实士与引自史料IE;书或政府档案，其二补充一些援

纸的泣，ë.m寻，还引用《海南省气候灾害史丰怜的旱活等级据以反块各代及站的旱情。

文字大部引用原文并注明出处，记载月日原为归司的也不作改变。

1544年(明世察事蜻二÷三年，早晨)

黯高大旱，岳捕、 i量州、是州等府及善{七、宁乡、 j刘启、安!七、醒陵、临湘、平江、

安仁、华容、记江、辰i吴、安乡、石门、直!U、立章:等县尤甚，斗米千钱，老赢虱道，

哭声震野，载死者不可胜计〈分据各密州.1 县志、及违志〉。另按((ì胡南看气候灾害史料》的

旱涝等级表，全省代表性的五地〈岳蹈、;王陵、长沙、邵町、斗tß j+[ )与为五绩，属于大

范围的严重干旱。

16臼竿〈萌患票崇横十六年，要来〉

湖南大旱，赤地千里. tJl疫载道(光绪《湖南通志)) )。宁乡夏秋百目不雨，黑野

如焚z 醒段大旱，泉并尽竭，试疫载道F 安仁旱死者枕籍，民间凡无矛遗57吉德府因另

不雨至九月，岁大旱F 安乡大旱半年不雨，民饥攘夺F 遭到、最州、?又寿均半年不雨，

采食葛根菇尽，争据土中自泥，食者多哽塞死z 会向大旱无收，民外出边生，夫妻母子

流离 z 衡外i府衡阳、 f罢?山、寄:县均大旱〈分据各府川、i县志、〉。据旱法等级表，五地均属

5 级，为大莲围的严重干旱。

1718年〈清富宗乾擅自十三年，皮戌)

海南全省夏秋大旱，草木皆赤，各地忧t墓。民间多采水草、摇佛粉为食，卖妻夹子

视为常事……研谓戊戌灾即为是年(光绪《海F写道志)) )。长沙、善化、棋乡、浏雨、

武捷、桃漂、靖州、遥道、域步、衡山、龙陆、漳州、安福、石门、岳盟、华容、湘阴、

抚江、益阳、平江、安花、宁乡、辰漠、芷江、麻陪、黯~El、晃 1'1'1、全庆、新{七、武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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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陵均大旱B 榻潭、睡霞、辈科、 i屈湖、衡阳、祁姐、东安、桂拥、放城i怎旱墨宝庆府

大旱大饥，饿碍相望，饥民肆虐〈分握各府~'N县志〉。据旱涝等级表，本年除梆州为 4

级〈锦旱)外，其余困地均为 5 级。

1807年〈清仨宗嘉庚十二年，丁部〉

全省自四月不雨至七月，普远大旱。 EE 苗拮摘，商是一望王军或赤培〈光绪《渭南遥

志)) )。长沙、善化早中稳均无收，自四月十五日不雨，直至七月初十日始丑，宁乡、

桃源、石门、安福、安化、平江、芷江、提炜、激浦、福乡旱F 岳?中i灾 '1育尤重，八月大

旱，沿湖被水，民{司多食草根树皮，常宁、桂陌?、才+队l'、

志〉。桃漂软分后无雨七十二 8 ，有"苗搞亦可燃纱的记载(光绪《揉j原县志》。握

旱涝等级表=长沙、岳南南地为 5 级，其余三地为 4 级。

1835年(清童宗道先十五年， Z来)

海南全省自正月或四五耳不雨至七月〈当年;需六月) ，普温大旱，民大咒〈光缮

{湖南通志)) )。据各县志记载不雨时间的有z 浏阳 a五月不雨至于七月押，常宁必五

月至七月十三始雨"来阳 tl夏旱九十余天"邵韶"因丹至七月始雨"， J4日乡 "lE月

不离至于秋七月"石门"三月二十七 E 得雨，自后无雨禾尽搞，至八月--j-日大雨η 。

综合县志记载和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惶保存的湖南巡挂历次奏轩，当年全省受旱地区

有=华容、安乡、岳州、已陵、长沙、福乡、Jl岳捕、茶陵、街姐、清泉、按:山、安化、

伎县、安仁、来~El、常宁、平江、乾州、保靖、泸溪、麻阳、 i童安1、|、善化、福潭、宁乡、

浏~El、醒暖、石 n 、主主利、露县、嘉禾、!岳武、!!~山、 71<.绥、晃州、南洲、;我凰、零陵、

江华、汝坡、邵阳、益阳、安福、龙阳、武陵等45扑i县，占当时全省76川县的61佑。受

旱黯最长的达161 "'200天，一般 120天左右。各芸灾情不一，中晚稻颖桂元 i友的 13 县，

一般成灾五分、七分不等。握旱涝等级表，本年五地均为 5 级属大范围的严重干旱。

1921年(民国十年，辛重〉

本年入春以来长期不雨，大部分地区早稻不能下释，各地争水语i去层出不穷p 至五

月荒象己成. tJL民选荒或坐食排饭、捣毁豪搀仓库清况迭有发生，高绝大多故沉良多采

挖野草苦菜充饥，饿毙者时有所闻，入夏以后，旱尤酷烈。据当时的《期灾周干。程《湖

南大公报》载E 民院五至九月不雨，溪润断流、由禾干旱，秋收不过十分之-J 汉寿路

个月不雨，旱中秸培无故F 常德两月不雨，禾稻棉花大半枯搞z 岳南禾苗拈死坟熠几

颤。其余如宝庆、安化、新宁、芷江、庐j姜、晃县、辰溪、衡山等县，均纷报旱情。据

当时华洋义摄会厨统计公布的材料z 全省受旱的50多罢，收获多的仅三四成，少的一二

戚，尤以湘西南为重。全省饥民近200万人• i采靖、东版、龙山、桑植、本经、古丈、

安化、醒霞八县就有118万人要灾民或在本县滚动乞食或向外造荒， )岳;美灾民还有连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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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壁之咳!闻， 玩陵、会冉、激洁、要专 i肝、 f杠惊与旱飞U主!f占s飞h1

兴、宁 i二、富县、武肉、召阿n、安化等县死亡尤多，人口大为 i或少。另据旱涝等级表，

才二年层 ßil 为 5 级，其余回地为 4 级。

1925年〈民匮十四年.Z丑)

本年全省大旱，被究县有长沙、 j梧潭、湘阴、宁乡、平江、睡陵、岳珩、 i陆端、衡

阳、衡山、零陵、嘉:末、邵阳、薪化、城步、新宁、常德、桃源、益阳、玩江、 i胆量、

玩陵、辰i豆、晃县、通道、永绥、泸;吴、永顺、夫庸、辈辈1J 、望今阳、汉寿等30余县。宁

乡七八两月犬旱，苗萎过半，谷价贵至每石银元 6 元 F 泛接自二月至七月不雨，吕皆龟

裂，桃源自阴历四汀五日不N\î直至八月，禾声尽皆桔焦，灾情-严重为数十年rfr未有?常

德自四月二.十日以0. 有六七十天不雨，禾苗、棉花、蔬菜尽皆枯死，灾情较 1921年为

重p 汉寿自五月五秋后不雨，旱情严重，灾民扶老携幼至IJ县城乞食者络绎不绝z 撞睫忧

民数万人于六月份乞食至长沙，未造荒的据食程音士多致死F 零度等地亦雄千里，人民

死徒流亡数达五万以上F 部ßR颗粒无收，米和每石银无20元(均据《湖南自然灾害年

表)) )。当时的有主席何键在七月份旱情严熏肘，还在省政府内犬演击;坛新雨的部 E-fl

(1925年 7 月 22 日上海《申报)) )。据旱涝等级表z 本年长沙、岳ßB为 5 级，其余三地

均 4 级。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甲或)

本年白夏至秩，湖中、泪南一带久睛不雨，赤 j宦数百耍，这 il司断流，禾苗枯萎，旱

情酷窍。武!写Jí月·有踏泊翻喝，可耕之由不;二十分之三 p 召~pR 因旱受灾人民迫于饥氓，自

杀者约匹百余人F 潮潭臼土龟裂，秋收无望，农民廷持建醺者千百成群 ~J3年的米价昂

贵，斗米二元，民间多以草棋、蓄叶为贪(据《海南自然灾吉年表>> )。早期持续最长

的潜乡、新住、资兴等地，自春至秋约在200天以仁。据民国二十四年的《申按年鉴》

载，当年全省受旱68县，为六十年来研未有。年鉴还位握中吏农业实验所润安材料，当

年受灾西市共达2338.9万亩，占总田市敦的53伪。其中，受灾面朝占该县总巴地围棋

90q毛以上的有 8 罢，占80""'90伪的有 18 县， 50侈以上至80份以下的有 14县。 80份以上的

24县为 z 武冈、 1fl1乡、新f七、?要?由、?;?宁、安仁、桂阳、嘉采、合同、琦县、祁 líf]、加

潭、宁乡、安化、挑酒、、常德、 i元江、根阴、岳阳、安乡、 li昌;主、石门、慈利。当年作

物减产数为 z 稻谷50.82亿斤较正常年提失39场，高粱。.61忆斤较正常年1M失27% ，玉米

0.27亿斤较正常年损失29侈，小米。. 13忆疗较正常年损失约 11 侈，大豆1. 01乞斤较正常

年损失31%. 棉花0.15亿斤较正常年损失23铃。上述作物提失如按时在「折算'j;当时市

搓，共达1. 73仨元。据旱涝等级表z 本年长沙、邵阳、梆"1'1三边均为 5 级，岳 ßEl 、沉陵

二地各为 4 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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