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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不列上限，统合古今，下限至1985年底，以“详今略古”为原则，着重记述现

代水利建设和当前现状，历代水利经考证后简要记述，以概全貌。

二、本志记述地域以江苏省测绘局1986年3月出版的《吴江县地图》标绘的吴江县政区

为限。

三、本志记述以水利事业发展情况为主，对其他与水利密切相关的事业作适当记述。

． 四、除概述和大事记外，本志采用横排门类、纵述事实的结构形式，共12章45节。随

文附以必要的图表。 。

五、引用资料以吴江县档案馆馆藏的为主，文中一般不注出处，引用其他资料则随文加

注。

六、历史纪年以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5月出版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所载的为准．并

在括号中注公历纪年。 ，

。

，

七、本志采用的高程系统以吴淞高程镇江BMR3087为基点．其基面高程比余山基点低

0．26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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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吴江县界于东经120。20’15”""120。53’59”和北纬30。45736”-'31。13’42”之间，位于江苏省最

南端。西滨太湖，北邻吴县和昆山县，东连上海市青浦县，南与浙江省嘉兴、湖州两市相接。

东西最大距离53．3公里，南北为52．3公里，全县总面积1260．8平方公里(包括太湖水面

84．2平方公里)，其中水面面积351．2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27．91％。

吴江县建于五代后梁太祖开平三年(909年)，距今已有1千余年。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

年)．吴江县升为州．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复改为县。清世宗雍正四年(1726年)分

设吴江和震泽两县，同城而治。民国元年(1912年)复仓为吴江县。吴江县先后隶属于苏州、

中吴军、平江军、平江府、平江路、苏州府、江苏省、苏南行政区苏州行政分区、江苏省苏

州专区、苏州地区、苏州市。

吴江县地处杭嘉湖平原中部，全境无山。地势低洼，自东北向西南缓缓向下倾斜。地面

高程在2．20米至5．20米之间，为水网圩区，耕地面积93．195万亩。东北部为平田圩区，田

面高程4．00米左右，约占耕地总面积的20．5％；中部为半高田圩区．田面高程3．70米左右，

占耕地总面积的24．8％；西南部为低田圩区．田面高程在3．50米以下．占耕地总面积的

48．9％；沿太湖一带为湖田圩区．田面高程2：50米左右，占总数的5．8 o／4。

全县设7个镇17个乡、7个国营场圃，1个集体联合农场。此外境内有1个解放军农场。

总人口73．3万人．人口密度为581人每平方公里．农业人口60．6万人，，人均耕地1．54亩，

农村劳动力39．6万人．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2．35亩。吴江县不仅是江苏省的重要商品粮基

地．还是淡水鱼和蚕茧生产基地．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乡”的美称。 ··

吴江县水网属长江下游太湖水系．西承太湖来水．南纳浙北来水．历史上就是太湖洪水

走廊。境内河道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主要河流20多条，南北向有京杭运河、烂溪等等。

东西向有太浦河、顿塘、吴淞江等；除太湖外，千亩以上湖荡50个，主要有元荡、北麻漾、

长漾、白蚬湖、汾湖、莺腕湖等等。

吴江水利历来与太湖的治理密切相关。从出土文物推断．大约在五六千年以前，已有原

始人群在境内生活和劳动。根据梅堰袁家埭出土的石镰、石刀、石耘田器等．可知当时已开

始从事农业。古代太湖流域的开发．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关键却在水利。相传两千多年前汉

武帝就在太湖东部沼泽地带开运河百余里①．经过历朝修筑．运河不仅成为江南水运大动脉．

而且在引排调蓄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起湖州东至平望的荻塘(今名颉塘)早在晋代即

由人工开挖而成@．其北岸成为当时太湖以南沼泽地与太湖的分界，从而创造了沿河南北两岸

地区的垦辟条件。唐代筑吴江塘路@，成为太湖东部的挡水堤岸．东部沼泽地才得以逐渐围筑

成田。吴越钱氏，注重水利，“置撩浅军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是以“岁多丰

①‘同治苏州府志’。详见第三章注①

②‘吴兴备考'。

@‘同治苏州府志'．详见第三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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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贼水不入，久无患害”①。北宋初年，朝廷偏重漕运，忽视农田水利，遂致太湖圩田遭

受损害，又加太湖上游之胥溪五堰渐废，太湖来水激增，主要入海干流吴淞江逐渐淤积，水

患日渐严重，水灾频繁，甚至田间积水连年不退，大批良田复沦为沼泽。吴江县正当太湖之

冲，每遇洪涝，太湖洪水弥漫盈溢，滞回于吴江县一带，以至于“凝望广野，千里一白”@。北

宋中期开始奖劝民众自修小圩，南宋继之重视农田水利，明清两代一方面浚治吴淞江，疏浚

吴淞江源头长桥一带，另一方面注重圩堤修筑，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在历代封建王朝的

统治下，水利时兴时废，并且始终未解决太湖洪水出路问题。民国初年，兴修浪打穿工程，先

后疏浚黄沙路、直渎港、海沿漕等太湖出水口，其目的是解决太湖排水出路，但并无实效。民

国20年(1931年)大水，全县破圩543处，受淹无收农田20万亩，减收5成以上农田45万

亩。民国23年(1934年)大旱，颗粒无收农田4万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后，把苏嘉公

路大部分桥涵堵塞，致使东太湖之水无东泄通道。抗战胜利后，虽然开通部分公路桥港，但

国民党当局忙于内战，无暇顾及水利，致使水患更趋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吴江县人民开展了大规模

的治水运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农田水利建设热潮。

50年代前期，修圩复圩．开疏河港。1949年水灾后，首先恢复被洪水冲垮的圩堤，并开

通公路桥涵，以利太湖水东泄；其后开疏圩内河浜，改善圩心田和锅底田的水利条件。1954

年又遇罕见的洪水，全县有67．73万亩农田受涝，滨临太湖的低田圩堤大部分冲垮。1955、1956

两年进一步加固加高防洪圩堤，疏通圩内河港。

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发展机电排灌，实施并圩联圩，整治水系。为确保农作物适时适

量的需水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提高排涝能力．在全县大规模地发展机电排灌。共和国成立

前，仅庞山实验场有2处固定泵站，另有100余台戽水机(包括以机器为动力的水车)散布

在全县各乡。1953年成立县供销合作总社戽水机站。1954年兴建国营平北抽水机站。1956年

3月成立县电力灌溉工程处，首次大规模兴办电力灌溉工程，建电灌区10个，受益面积6．0

一万亩。1958年兴建地方国营震泽抽水机站，建38个机灌区，受益面积24．9万亩。同年成立

吴江县电力排灌工程处，先后完成盛泽、平望、黎里和震泽等4个工区的电力排灌工程，建

，43个电灌区，受益面积39万亩。继而又对已建灌区进行调整，把万亩以上的灌区拆为五六千

亩左右的灌区，并适当增建新灌区。在兴建机电排灌工程的同时，在低田和湖田圩区实行并

圩联圩，把887个鱼鳞圩合并成73个联圩，、圩内水田面积43．4万亩，较大幅度地缩短防洪

线，提高农田防洪治涝能力。

1958年开始进行水系整治。1958年至1960年，吴江县动员5．6万人参加专区兴办的太

湖排洪专道太浦河工程的施工，同时在全县各公社大搞河网整治。

从1962年开始，逐步调整联圩和灌区的规模，对已建工程进行续建配套，进一步发挥工

程设施和机电排灌设备的效益。在此期间，低田圩区的联圩和机电排灌工程也有适当的发展，

圩区三闸的兴建速度逐步加快。至1969年，全县机电灌溉面积90．2万亩，占水田总数的

98．1％，圩区三闸已有299座。

70年代，开挖排水干河，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60年以后，吴江县上下游的水情、

① 归有光，‘三吴水利录·郏侨书'．

② 归有光．‘三吴水利录·郏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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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情逐年发生变化。太湖上游于1960年建成东苕溪导流工程，随后开挖合溪港，疏拓泗安塘，

入湖水量因而大幅度增加。1966年后，杭嘉湖地区拓宽乌镇市河、金牛塘等河道，汛期大量

洪水由这些河道泄入吴江县境内，大幅度地增加浦南区的防洪压力；下游兴建青松大包围，再

加盲目围垦湖荡，堵塞众多泄水河道，导致汛期洪水长时间地滞留在吴江县境内，洪涝威胁

日益严重。鉴于太浦河在短期内不能开通分洪，为了解决洪水出路，于1972年开拓太平桥港，

畅通麻溪尾闾，1974年开乌桥港，分泄烂溪水东入运河。因江南运河东泄河港封堵较多，两

港工程竣工后未完全达到预定效果。1977年开八荡河东段，引浦北运东区涝水由元荡东泄淀

山湖，效果显著。1978年．苏州地区动员8县13万民工，完成太浦河西段第二期工程，但由

于其下游段仍未开凿，洪水出路还是没有解决。在洪水出路一时不能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为

了进一步提高抗洪能力，1977年底完成东太湖复堤工程。 r，

70年代水利建设的另一重点是以平整土地，灌排分开，沟渠配套、水田路林村综合治理

为主要内容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70年冬，首先在平望公社金星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推

广。比较突出的是横扇公社、青云公社以及菀西、盛北、桃源、塘北等联圩。

80年代，水利工作的重点开始向管理方面转移。除了西太湖复堤工程外。水利工作的重

点是搞好续建配套，加强经营管理，狠抓工程实效，抓紧基础工作，提高科学水平。在确保

水利工程安全、充分发挥效益的前提下。从为农业服务为主转向为全社会服务，从不重视投

入产出转到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单一经营转到综合经营．充分利用水土资源、施

工设备、技术力量和人力，开展多行业、多层次、多种类的多种经营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6年中，，吴江县水利建设共完成水利土方19800万立方米、石

方49万立方米，水利建设总投资6022万元。目前，已在全县范围内基本形成五套水利工程

体系。这五套水利工程体系是： 。
。

：．
～

一是由堤坝、水闸、排涝站组成的联圩防洪排涝工程体系。至1985年止，已建成联圩119

个，圩内水田64．0万亩．占水田总数的73．7％；有圩口套闸308座、圩口防洪闸199座i圩

内分级闸24座；防洪圩堤总长1825．4公里，其中1385．2公里达到抗御1954年型洪水的标

准；有排涝站233处、排灌结合站401处，其中排涝总动力41550．4马力(30362．3千瓦)．排

涝总流量560．4立方米每秒，达到日雨量200毫米不受涝标准的农田29．9万亩，日雨量150

"-200毫米不受涝的农田41．2万亩，日雨量110～150毫米不受涝的农田18．8万亩。

二是由灌溉泵站、流动机泵和多级渠道组成的灌溉工程体系。全县有562座灌溉站、401

座排灌结合站，拥有机泵1272台套33239马力(24447．3千瓦)，另有流动机泵1628台套

19234马力(14146．6千瓦)；有干渠1381条、支渠3380条、斗渠6215条、农渠15306条，

全县水田全部实行机电灌溉；其中100天无雨保灌溉的70．7万亩，70"---100天无雨保灌溉的

16．2万亩，全部达到江苏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灌溉标准。

三是由多级河道和数百个大小湖荡漾潭组成的排水调蓄工程。全县有流域骨干河道3条，

县级河道24条，乡镇级河道65条，圩区中心河235条，生产河1815条，组成纵横交错的河

网。有湖荡漾潭351个，其中千亩以上湖荡5'1个，湖荡总面积36．0方亩，还有111个围垦

养殖区供蓄洪滞涝之需。
‘

．’
，．_7

四是内外三沟配套的治涝防演工程体系。全县有63．5万亩农田沟渠配套，达到排灌分开

的要求。、：、 *1

1

． 一∥， o：．．o·，，．．．{’
一

五是以太湖大堤为主的太湖防洪控制工程体系i太湖大堤堤顶高程7．Oo米，顶宽5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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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挡4．50米高水位洪水，大堤沿线已建控制闸12座，控制过水口f-j 168．5米．占沿线水口

总宽度的50％左右。 ，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事业的发展为农业增产创造了重要的条件。由于历年培修圩堤、

联圩修闸建排涝站，现已能抵御较大洪涝灾害的侵袭。自1958年以来，除围垦荡田外．没有

发生过破圩沉没或渗漏淹没的灾害。1983年大汛，平望最高水位3．88米，比1952年高0．04

米，汛期(5～10月)雨量1155．2毫米，比1952年多123．9毫米。1952年全县受涝农田45．二6

万亩，前后达半月之久才排尽积水，而1983年全县受涝20．4万亩，3天时间涝水就基本排除。

机电灌溉事业的发展不仅为作物的水浆管理提供重要条件，还为抗御干旱提供有力的保障。自

1953年遭受旱灾以来．吴江县已有30余年没有旱灾。由于农田灌溉得到保证．一般是每逢干

旱就出现好年景，如1978年大旱，其旱情比1953年还严重，平望站汛期雨量比1953年少

133．1毫米，最低水位2．33米，比1953年还低0．13米，1953年有9．7万亩农田受旱，其中

0．6万亩严重减产，而1978年则获得粮食总产超历史的好收成。

水利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交通、航运、绿化、水产、农用电、农机以及村镇工业等事业

的发展。全县结合水利建成县级公路3条，开拓水运航道50余公里，堤防绿化700余公里、

植树600余万株，新建桑园近万亩．开挖鱼池数千亩。尤其是随着电力排灌的普及，全县农

村普遍通电，有力地促进了农业机械化和村镇工业的蓬勃发展。
‘

水利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历代治国兴邦的重要课题。纵观吴江县1千

余年的治水历史，水利工作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必须要有切合实际的长远规划，长远规划要统筹兼顾、分期实施。县级规划要服从流域

规划．乡级规划要服从县级规划。共和国成立前。由于没有统筹安排洪水出路．因而明清两

代和民国初年虽然多次疏浚太湖出水诸港．但旋浚旋淤，始终没有解决太湖泛滥的问题，致

使1949年7月24日一夜暴风雨就将全县半数农田葬身水底。1958年规划太浦河为太湖排洪

专道．但因下游段未开挖通流．虽耗资数千万，但并未发挥其排洪效益。1978年在下游段工

程未实施前又在上游段加深河道，造成上游深、中游浅、下游塞的不正常状态。由于流域规

划迟迟定不下来．严重地影响了吴江县水系治理的进程。
、

必须按自然规律办事。明确主攻方向。吴江县是水网圩区．以种植水稻为主．水利建设

要以防洪治涝为重点．兼顾灌溉和除渍。北宋初期．片面强调航运，致使农田受损。明代注

重圩堤修筑，岁多丰稔。当代水利重视修圩疏港、联圩并圩、机电排灌．农业生产得以持续

发展。 ，

必须因地制宜．对不同类型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治理措施。低田圩区高筑圩堤．建套闸常

年预降水位；半高田圩区建防洪闸，高水位时封港闭闸；平田圩区疏港护岸．防止水土流失。

河网整治则以改造老河网为主．因地制宜规划河网，不能追求整齐划一。在1958年大跃进时

期和70年代的水利建设热潮中．都有个别地区提出“重新安排河田”的口号，片面强调开辟

新河填老河，不仅过度地耗用劳动力并且还留下不少后遗症。

必须要有一支具有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的水利专业管理队伍以及完善的水利管

理制度和水利法规。
‘

目前，吴江县水利建设的主要课题是根治洪涝。今后水利工作的任务是结合流域水利规

划的实施，统筹安排洪水出路．进一步发展联圩建设．提高防洪治涝能力，充分发挥水资源

优势，加强工程管理，提高工程实效．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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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自然概况

吴江县地处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位于江苏省最南端，居东经120。20’15”～120。53759”，北

纬30。45’36”"31。13’42，，之间．总面积1260．8平方公里(包括太湖水面84．2平方公里)，其中

水面面积351．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7．9％。

吴江县滨临太湖，历来是太湖洪水东泄入海的重要通道，境内河网密布．土地肥沃，气· ．

候温和．雨量充沛．自然环境比较优越，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境内地势低洼，绝大部

分水田的田面高程在历史最高洪水位之下，易受洪涝灾害。每逢汛期，上游洪水入境，下游

水道宣泄不畅，高水位长时期持续，洪涝威胁至今尚未彻底消除。

第一节地 形

全县地势平坦．无山地丘陵。自东北向西南缓缓倾斜，地面高程在2．20"--5．20米之间。

境内湖泊星罗棋布，河港纵横交错。东北部田面高程在常水年汛期高水位之上，河港漤浜较

密，湖荡较多较大．在众多高田中有少量极低田混杂其间．圩子较小．绝大部分为水田，但

多无圩堤。西南部田面高程在汛期平均水位之下，为粮桑夹种地区，水田低洼而桑地较高，旱

地和桑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与水田相互混杂。中部为半高田圩区，田面高程比东

北部低，比西南部高．在汛期平均水位之上．高水位之下。这一地区的水田均有圩堤．桑地

和早地沿河岸分布，水田成片．田间很少有高地。沿东太湖一带还有极低的湖田圩区，大部

分为清代以来围垦湖滩沼泽而成．田面高程常年在外河水位之下．圩区堤防高厚，圩内平坦

无高地。 ·

第二节工程地质

境内属新生界第四系沉积层，全为湖沼沉积土，其土层较厚．30米以上土体主要有以下

七层：
’

1．硬壳层(I)：该层顶板埋深0,--．3米，一般厚2"--3米，沿太湖一带较薄．由黄褐色亚

粘土、亚砂土、局部粘土组成。岩性特征可塑——硬可塑，中等压缩，承载能力0．10---0．20

兆帕(MPa)。

2．第一软土层(I)：顶板埋深2～5米，厚度3～10米，由黑色淤泥质亚粘土、淤泥质

粘土、淤泥质亚砂土组成。局部夹有镜体状泥炭和淤泥，流——软塑，高压缩性．承载能力 ，

0．08,---0．10兆帕(MPa)。

3．第一硬土层(I>：该层顶板埋深3～15米．由褐黄亚粘土、粘土组成，局部为亚砂土

或粘性土夹粉砂薄层，可塑——硬可塑，中等偏低压缩性。本层承载能力(45×45平方厘米

单桩)为0．70兆帕(MPa)。 ·

4．第二软土层(IV)：顶板埋深10,--,20米，一般厚度10"-20米，该层由灰——灰黑色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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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质亚粘土及一般软粘土组成，并夹有粉砂薄层，软塑——流塑，高压缩性，允许承载能力

0．06""0．10兆帕(MPa)。 ，

5．第二硬土层(V)：该层顶板埋深15,---30米，厚度一般5,-一10米，由暗绿——褐黄色

粘土、亚粘土、局部亚砂土组成，稍湿，硬塑——坚硬，局部硬可塑，中低压缩性。本层以

强度高、压缩性低为特征，可作重型或永久性工程桩基持力层。45×45平方厘米单桩承载力

0．80兆帕(MPa)，也是地下建筑的良好基础。 ，

6．第一砂性土层——A砂层：该层以条带状展布，埋藏在第二软土层(IV)与第一硬土

层(噩)之间居多。顶板埋深3"-'20米，一般厚度5～10米，由浅灰黄、灰色粉细砂组成，局

部夹亚砂土或粘性土薄层，稍密——中密，局部松散。本层在天然状态下物理力学性质较好，

但在动水压力下易产生液化、潜蚀等不良现象。’ ；。 一

7．第二砂性土层——B砂层：该层呈条带状展布，局部呈透镜体。。一般在第二硬土层

(V)之下。顶板埋深20----30米以上，厚度3--．．10米不等。由褐黄、黄绿色的粉砂、粉细砂

组成，稍密——中密，标准贯入击数13"-'20次，含铁锰质结核，显示水平微层理，局部夹粘

性土薄层。本层工程地质性质略优与A砂层。

30米以上土体，一般分布有地表硬壳层．2层硬土层、2层软土层和2层粉、细砂层，具

多层结构类型。地表硬壳层可作为一般建筑物天然地基持力层。2层硬土层可作大型建筑桩基

持力层，第一硬土层具有埋藏浅的优点。2层软土，属高压缩性土，土的物理力学性质差，建

筑物施工时应认真对付，沿太湖一带表土层下常有透镜体状泥炭及淤泥分布。更应注意。

境内地震活动能力不强。为6度地震区。
“

，‘ 太浦河闸钻孔剖面资料：地表下4．4米以上为灰粉质壤土．地表下一4．4～7．9米为灰黄粘

土，地表下7．9～12．4米黄灰粉土．地表下12．4～17．4米为灰壤土，地表下17．4米以下为

灰绿粘土。 ‘’

，·

平望南套闸钻孔剖面资料：地表下3．2米以上为灰壤土，地表下3．2～7．0为黄粘土．地

表下7．o～8．5米为黄粉质壤土，地表下8．5～10．0米为棕黄壤土，地表下10．0"-'14．8米为

黄粉质壤土，地表下14．8～17．8米为灰壤土，地表下17．8～18．2米为灰绿粘土。

黎里套闸钻孔剖面资料：地表下0．7米以上为灰粘土，地表下0．7"--'3．6米为灰软粘土，

地表下3．6～4．4米为灰粘土，地表下4．4--一6．6米为灰绿粘土，地表下6．6"--'8．0米为黄粘土。

芦墟套闸钻孔剖面资料：地表下1．2米以上为灰粘土，地表下1．2"3．4米为软壤土夹粉

土，地表下3．4～6．0米为灰绿粘土，地表下6．O～8．0米为黄色硬粘土。 ：

第三节气候水文

吴江县属北亚热带季风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无霜期较长，但日照不够

充足。春季(3～5月)冷暖交替，阴湿多雨．日照不足，气温回升较慢；夏季(6～8月)梅

雨明显，酷热不多．间有伏旱．日照充足，7～8月间和初秋时有台风影响；秋季(9"--11

月)干旱和连阴雨相间出现．中秋尚多晴朗天气，冷空气活动日趋频繁．常有低温影响；冬

季(12月～翌年2月)雨雪较少，严寒期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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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气温

年平均气温15．7℃(1959～1980年，下同)。1月至2月上旬是全年最冷时期，1月平均

气温3．1℃。’极端最低气温--10．6"C(1977年1月31日)。7"--8月是全年最热时期，月平均

气温分别为28．2℃和27．9℃，极端最高气温39．8℃(1953年8月25日)。
。

表1-一1吴江站各月平均气温 (℃)

月份 二I三l四 五 I六 f七 I八 l九I十 l十一I十二 全年

平均气温 3．1 4．4 8．8 14．5 19．4 23．8 28．2 27．9 23．3 17．6 11．7 5．5 15．7

最高气温735．OU的高温天气，绝大部分出现在7月和8月，连续高温日数最长为12天，

出现在1964年7月7日至18日。高温日数最少的年份为1968年．仅1天。1971年高温日数

最多，达24天。历年高温日数、极端最高气温见表I--2。

表1—2吴江站历年高温日数和极端最高气温

年份 高温日效 最长连续日数 极端最高气温(℃) 出现|1期

1959 14 6 37．4 8月2】日

1960 13 8 36．3 7月12日

196l 9 3 36．9 7月24日

1962 11 6 37．1 7月19日

1963 9 2 36．1 8月30日

1964 17 1： 37．5 7月11日

1965 3 2 36．1 7月19日

1966 13 11 37．9 8月7日

1967 15 4 36．9 8月23日

1968 1 l 35．O 7月18日

1969 6
。

3 36．8 8月1日

1970 5 2 36．2 7月24目

1971 24 5 37．2 8月15日

1972 2 2 35．5 7月6日

1973 2 1 35．3 8月4日

1974 2 l 35．5 8月5日

1975 2 2 35．6 7月19日

1976 4 3 ． 36．4 ． 8月5日

1977 6 2 37．1 8月6日

1978 15 10 38．4 7月5日

1979 2 1 36．3 7月i5日

1980 2 l 35．5 7月25日

最低温度小于等于一5．0℃的低温天气．绝大部分出现在12月下旬至2月上旬之间。一

年中最低气温小于等于0．OC的日数最多为59天(1976～1977年度)，最低气温小于等于

一5．0℃的日数最多为15天(1975"--1976年度)。表1—3列出了历史极端最低气温和出现日

期以及最低气温小于等于0．O'C和小于等于一5．OC的日数。

由于境内地形单一，面积小，东西和南北之间的温度差异很小。太湖是个暖中心．年平

均气温比吴江高0．27"C．由于水体调节，秋冬季节气温比陆地气温高。东部受海洋影响，春

季升温缓慢．秋季降温也缓慢，所以春夏两季温度西部比东部稍高，秋季相接近．冬季东部

比西部高，南部和北部的气温在4～11月相接近，11月～翌年3月南部略高于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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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吴江站历年低温日数和极端最低气温

年度 ≤0．O'C日数 ≤一5．0℃日数 极端最低气温(℃) 出现日期

1959～1960 30 5 ——4．8 11月6日

1960～1961 42 2 —5．7 12月19日

1961～1962 46 9 —5．9 2月2日

1962～1963 51 1 —7．7 2月5日

1963～1964 37 3 —5．7 12月Z6日 ．

1964～1965 30 5 ——6．6 1月12日

1965～1966 41 6 ——6．4 12月17日

1966～1967 55 6 —7．8 1月16日

1967～1968 71 5 ——6．6 12月29日、30日

1968～1969 50 9 ——9．6 2月6日

1969～1970 58 2 ——9．2 1月5日

1970～1971 54 3 —7．O 2月5日

1971～1972 47 2 ——5．9 1月27日

1972—一1973 33 6 —5．4 12月13日

1973～1974 52 O ——9．0 12月26日

1974～1975 26 1 ～3．5 2月21日

1975～1976 50 15 —5．7 1月15日

1976～1977 59 1 ——10．6 1月31日

1977～1978 46 5 —5．1 3月1日

1978～1979 37 4 —8．2 2月1日

1979～1980 43 9 —7．9 1月30日

二、地温

年平均地面温度18．7"C。1月平均地面温度3．9。C．是各月之间的最低月平均地面温度。

7月和8月的平均地面温度最高，分别为34．O’。C和33．7”C。极端最高地面温度为70．8℃(1964

年7月16日)，极端最低地面温度一20．8。’C 0977年1月31日)。年平均20厘米地温为

17．3C。表1—4和表1—5列出了各月平均地面温度、平均最高和最低地面温度、极端最高

和最低地面温度。

表1—4吴江站各月平均地面温度、最高和最低地面温度 (℃)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平均地面温度 3．9 5．7 10．9 17．6 23．2 27．9 34．o 33．7 27．0 20．6 13．1 6．2 18．7

平均最高地面温度 13．8 16．3 21．8 29．3 36．o 40．3 48．7 48．4 39．6 33．4 25．0 17．1 30．8

平均最低地面温度 一1．7 一o．4 3．4 9．6 14．7 19．7 24．5 24．2 19．5 12．4 5．8 一O．2 11．o

表1—5吴江站历年极端最高和最低地面温度 (温度单位：℃)

年 份 极端最高地面温度 发生日期 极端最低地面温度 发生日期

1959 >52．5 38天 一12．O 1月6日

1960 65．9 7月14日 ——8．0 12月30日

1961 69． 5 7月24日 一8．1 1月1日

1964 70．8 7月16日 ——7．2 12月4目

1965 64．6 7月19日 一9．6 1月12日

1966 63． 6 7月27日． 一8．O 12月27日

1967 60． 2 8月5日

1968 54．O 6月7日8月30日

1969 58． 5 8月15日 一7．9 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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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 极端最高地面温度 发生日期 极端最低地面温度 发生日期

1970 59．4 8月6日 ——9．7 1月5日

1971 61．8 7月30日 一11．6 2月7日

1972 59． 1 7月8日 一8．0 1月16日

1973 66． 7 7月26日 一lO．2 12月16日

1974 61．O 8月10日 一6．6 1月13日

1975 63． 2 7月24日 一8．2 12月18日

1976 57．7 6月21日 一9．0 1月15日

1977 64．5 8月6日 一20．8 1月31日

1978 68．4 7月9日 一8．3 1月10日

1979 64．9 8月6日 一9．1 2月1日

1980 61．7 7月2Z日 一8．6 1月31日

三、风

春夏两季盛行东南风，3"8月风向频率最大的都是东南偏东风(ESE)。秋冬两季多偏北

风，9月和10月多东北偏北风(NNE)，11月～翌年2月多西北偏北风(NNW)。

表l-6吴江站各月最多风向及频率

月份 四 五 ／、 七 八 九I十l 十一 十二 全年

最多风向 NNW NNW ESE ESE ESE ESE ESE ESE NNE NNE NNW NNW ESE

频率％ 13 11 ll 14 18 17 15 17 12 12 II 12 1l

表1—7吴江站各月最大风速及风向

月份 四 五 ／、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二 全年

最大
风速 20 14 17 14 16 12 17 14 14 14 14 14 20

(m／s)
●

W N E
WSW WNN

风向 NW WNN W W NNW WNW WNW
NNE

NW NW
NW ENE W NW

NW NNW

出现 1967 1961 1962
1977

1965
1966

年份
1959 1966 1974 1961 1960 1977 1972 1959 1959

1966 1959 1965 1965
1977 1965

表1—8吴江站各风向平均风速和最大风速 (米／秒)

风向 N NNE NE ENE E ESE SE SSE S SSW SW WSW W WNW NW NNW
●

平均风速 3．5 3．7 3．3 3．1 3．1 3．6 3．6 3．4 2．8 2．7 2．5 2．9 3．7 5．1 4．8 4．2

最大风速 12 14 12 12 14 12 12 12 10 11 10 14 16 17 20 17

历年各月平均风速均在2．8～3．8米每秒之间．其中3月和4月较大。历年大风(大于等于17
米每秒)日数，平均9．7天，最多46天(1965年)，最少3天(1974、1976、1979年)。3月

大风最多，其次是4月，10月最少。

表1—9吴江站历年各月平均风速和大风日数

月份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全年

平均风速m／s 3．5 3．6 3．8 3．7 3．4 3．1 3．1 3．2 3．O 2．8 3．2 3．2 3．3

平均大风日效 0．8 0．6 1．4 1．2 0．5 0．6 1．O o．8 O．6 o．4 1．1 O．7 9．7

1959年至1980年间共有33次台风影响吴江县，平均每年1．5次，最多年达4次(196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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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1968、1978年未受台风影响。台风影响最早在5月下旬(1961年)，最迟至11月上旬

(1972年)。7月中旬至9月下旬台风影响最为频繁，占总次数的87％。

台风大暴雨出现3次，它们是1960年7号台风，1962年14号台风和1977年7号台风。

1960年8月2日至4日，受7号台风影响，平望站一日暴雨量270．9毫米(3日)，三日暴雨

量309．0毫米。1962年9月4日至6日受14号台风影响，平望站一日暴雨量218．9毫米(5

日)，三日暴雨量314．5毫米；吴江站一日暴雨量333．5毫米(6日)，三日暴雨量407．0毫米，

这次暴雨是有雨量记录以来最大的一次，并伴有七级大风。1977年8月21日至23日，受7

号台风影响，平望站一日暴雨量85．1毫米(21日)，三日暴雨量167．5毫米，吴江站一日暴

雨量180．0毫米(21日)，八坼三日暴雨量高达288．0毫米。

影响吴江县的台风路径分6类：近海北上、浙江中部沿海至长江口登陆西进、浙江沿海

及以南地区登陆转向经太湖以东然后北上、穿过太湖北上、经太湖以西北上和其他影响程度

较小的，其中以穿太湖北上的影响最大。

四、蒸发量 一

平均年蒸发量1407．3毫米，最多年1568．8毫米(1978年)．最少年是1256．1毫米(1960

年)。7月和8月蒸发量较大，平均月蒸发量在200毫米以上。12月至翌年2月蒸发量较小，

平均月蒸发量在60毫米以下。

表1—10吴江站历年蒸发量 (毫米)

年份 1959 1960 196l 1963 1964 1965 1971 1972 1973 1974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平均

蒸发量 1342．6 1256．1 1326．5 1315．2 1361．9 1393．3 1360．8 1388．9 1502．6 1464．0 1441．0 1540．5 1394．3 1568．8|【553．41300．1407．3
*1962、1966"--1970年缺测

表1—11吴江站月平均蒸发量(毫米)

月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l。975n9～．，11966差平均蒸发量1 980
51．O 53．8 87．9 121．1 149．5 154．9 212．O 200．1 129．重 1lO．8 81．1 55．6 1407．3970～1 年。1““‘

表1—12平望站年降水量，最大一日和三日暴雨量

年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 汛期(5—9月)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
最大一日 最大三日

年份 暴雨量 发生日期 暴雨量 开始日期
(毫米) (％) (毫米) (％)

(毫米) (毫米)

1951 1501．0 33 852．1 30 73．9 7月16甘 14Z．6 7月14日

1952 1442．3 28 963．2 47 75．7 6月21日 125．4 8月19日

19s3 979．6 一13 418．8 —36 86．0 9月1日- 90．I 8月30日

1954 1587．8 41 1046．7 58。 61．1 5月12日 137．8 5月19日

1955 964．1 一14 475．9 一28 48．O 6月7 H 90．5 6月7日

1956 1465．2 30 1084．3 65 81．8 9月24日 113．2 6月7日

1957 1577．2 40 110S．2 68 89．5 8月5日 172．9 7月2日

1958 1002．0 —1l 590．2 一10 74．3 7月31日 79．3 7月30日

1959 1143．0 1 591．3 一10 61．9 5月4日 86．7 5月4日

1960 1546．7 37 961．7 45 270．9 8月3日 309．0 8月Z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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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 汛期(5—9月)降水量 距平百分率
最大一日 最大三Fi

年份 (％) (毫米) (％)
暴雨量 发生IEI期 暴雨量 开始日期

(毫米) (毫米) (毫米)

1961 1022．2 一9 568．5 —12 63．1 6月8日 114．3 6月7日

1962 1259．1 ，11 ‘878．8 37 218．9 9月5日 314．5 9月4日

1963 1034．9 ～8 623．2
‘

—5 99．0 9月12目 116．1 9月11日

1964 928．9 —18 462．8 —30 53．6 9月19日 75．3 9月17日

1965 925．1 —18 ·403．7 —39 52．3 10月3日 125．9 10月1日

1966 109-8．5 。一7 594．9 —9 53．6 8月17目 95．O 7月5日

1967 746．2 —34 262．8 —60 48．8 4月30日 68．1 11月7日

1968 857．7 —24 486．6 —26 58．6 8月7甘 71．3 8月7日

1969 981．7 ．一13 579．1 一12 78．6 7月4日 88．2 7月3日

1970 1141．4 l 741．2 12 79．8 6月24日 84．O 6月24日

1971 822．1 一27 488．5 —26 53．4 9月19日 95．2 6月3日

1972 848．1 —25 346．4 —47 48．6 8月21目 59．O 8月20日

1973 1328．1 18 894．4 36 60．5 9月8日 95．8 6月19日

1974 1105．5
‘

一2 515．8 ，一2l 51．9， 6。月30．日 62．5 7月28日

1975 1135．5 1 679．9 4一 57．6 8月20日 82．0 6月25日

1976 906．6 —20 ，482．8 一26 47．O‘ 9月25日 69．0 8月28日

1977 1260．9 12 714．6
‘7

9 85．1 8月2日 167．5 8月21日

1978 635．1 —44 342．2 -48 45．5 9月27日 52．6 9月26日

1979 883．5 一一22 533．9 、19 69．3 7月17日 97．5 7月17日

1980 1332．4 18 、878．9 34 77．6 7月30日 114．4 9月19日

1981 1190．5 5 575．0 —12 65．5 6月27日 122．4

1982 931．1 一17 513．9 ．一22 75．1 6月21日 84．4 6月20日

1983 1457．0 33 904．2 38 75．9 9月3日 13i．2 10月4日

1984 1024．2 —9 590．2 —。lO 89．8 6月13日 100．7 6月12日

1985 1415．O 26’ 、837．6 28 132．1 7月31日 192．7 7月30日

平均 1126．4 19 656．3 29

五、降水量

县内各站降水量分布不太均匀，年降水量差异在100毫米以内的居多，差异在200毫米以

上的也有。平望站居于县域中部，与其他站相比，能较好地反映全县的降水情况。以下所述均

以平望站资料(1951年～1981年)为根据。

平均年降水量1126．4毫米，最多年1587．8毫米(1954年)，最少年635．1毫米(1978年)。

年降水量1200毫米以上的丰水年和一般丰水年占34．3％，年降水量1000毫米以下的枯水年

和一般枯水年占37．1％。年降水量的年际变化较大，35年相对变率为19oA，最多年是最少年

的2．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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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月汛期平均降水量656．8毫米，最大汛期降水量1105．2毫米(1957年)，最小汛

期降水量262．8毫米(1967年)。汛期降水量850毫米以上的年份占28．6 oA。汛期降水量的年

际变化较大，35年相对变率为29％。

年降水量1400毫米(平均年降水量的1．24倍)以上的丰水年有8年，其中1951年、1954

年、1957年、1960年在1500毫米(平均年降水量的1．33倍)以上。1200"--1400毫米的一般丰

水年有4年，1000"---1200毫米的常水年有10年，750 1000毫米的一般枯水年有11年，年降

水量750毫米(平均年降水量的三分之--)以下的枯水年有2年，其中1978年最少。仅是平均

年降水量的56％、最多年(1954年)的40％。 “

全年有3个较明显的雨季，4至5月的春雨，6、7月间的梅雨和9月的秋雨。4～9月平均

降水量均在100毫米以上，6个月的降水量占全年降水量的67．9％。一年中降水量最多在6

月，平均161．4毫米，其次是9月，平均135．5毫米。前者为梅雨，后者为台风雨。最大一日暴

雨量270．9毫米(1960年8月3日)，最大三日暴雨量为314．5毫米(1962年9月4日至6

日)。

4、5月春雨连绵，雨日最多。初夏南方暖湿气流和北方冷空气在长江中下游形成对峙局

面，造成连续阴雨。这种天气现象称为梅雨。平均入梅期6月18日，最早可在5月下旬入梅，

平均出梅期7月6日，最迟可延长至7月中旬后期出梅，平均梅雨期20天，最长可达40天。有

少数年份出现“空梅”，即少雨多晴的反常现象。梅雨期过后，便进入盛夏，常有高温少雨的伏旱

天气。1月和12月是一年中的少雨时期，平均月降水量都在50毫米以下。

表1一13平望站多年平均月降水量及相对变率(毫米)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全年

平均降水量 48．7 67．3 92．1 108．5 120．5 161．’4 126．5 112．4 135．5 62．8 50．0 40．0 1126．4

35年相对变率(％) 49 49 35 30 38 37 49 58 51 62 55 61 19

表1—14各站降水特征值(毫米) ；

＼彩名 平 望 吴 江 芦 墟 吴 溃月份＼
1月 48．7

2月 67．3

3月 92．1
平

4月 108．5

5月 120．5
均

6月 161．4

7月 126．5
降

8月 112．4

9月 135．5

水
lO月 62．8

11月 50．0

量 12月 40．0

全年 1126．4

汛期(5--9月) 6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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