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禄劝境内群峰

处于普渡河与掌鸠河流域。尽管境内有2l条径流面积50平方公里

以上的河流。但由于山高谷深，这些河流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水

利资源的利用率十分低下，洪旱灾害频繁发生。为了生存和发展， ，

早在元末明初，禄劝各族人民就已经开始制造龙骨车、翻车等提水

工具进行抗旱排涝，并利用河流溪涧，开沟凿渠引水灌田。

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自1 953年

建库截流。1959年，在掌鸠河上游建成了禄劝第一座中型水库一一、

双化水库，不但解决了掌鸠河流域的双化、撒营盘、云龙、团街、

茂山、屏山、崇德7个乡(镇)坝区的农田灌溉用水，而且有效地

调节了掌鸠河流量，基本控制了洪涝灾害的发生；自60年代中期

开始，引、蓄、提、排同时进行，逐渐完善配套工程及加强工程管

理；80年代起，以水能开发、电力建设为重点，同时加强了山水林

田的综合治理。众多的水利工程的兴建及完善，创造了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事实证明，40年来，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前所

未有的。

历时七载，数易其搞的《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水利电力志》，

以详尽的资料、科学的排比，如实地记述了全县各族人民在党和政

府的领导下治山治水的艰辛历程，记录了40年来水利建设取得的

巨大成就。同时，也反映了建设中出现的失误和挫折，让人们既了

解成就和业绩，也看到经验和教训，’这对当代和后世的水利建设者 ，

， 一垆



为水利建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本书的

切追念和告慰。



凡 例

一、本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存真求实，使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

性相结合。

二、本志上限为明洪武元年(公元1 368年)，下限于1990年

底，为保持个别事物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适当上溯下延。
’ 三、详今略古，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水电建设的历

史与现状。

四、各时期的政权及历代职官，按当时的称谓记述，如“清

朝”、“中华民国”、“云贵总督”、“参议会议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前后简称“建国前”、“建国后”。

五、历代年号按习惯记法，在括号内加注公元纪年。

六、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文中简称“禄劝县”。

七、除序号、历史纪年使用汉字数码外，一律使用阿拉伯数

码。

八、度、量、衡单位使用公制，海拔为黄海高程。

九、引用资料除特殊情况注明出处，大部分出自县水电局、市

水志办、县档案馆、楚雄州档案馆馆藏资料，文中不再一一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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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地处滇中北部，位于东径102 o

14 7至

102
o

56 7、北纬25
o

25 7至26
o

22 7之间．北以金沙江为界与四

川省的会东县、会理县隔江相望，东北连接东川市，东南与曲靖地

区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接壤，南与富民县毗邻，西及西南和楚雄彝

族自治州武定县连界，自治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屏山镇，位于县境西

南端、掌鸠河西岸的秀屏山下，。海拔1679米，距昆明城区90公
申：￡●

县境东西最大横距69公里，南北最大纵距105公里．全县总

面积4249平方公里，其中，山区面积4182，0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

的98j4％，是昆明市属最大的山区县．

截止1990年12月31日，全县设1 5个乡，3个镇，共辖194

个办事处，2556个村民委员会．总人口422075人，其中，农业人

口408445人，占总人口的96．8％．境内居住着汉、彝、苗、傈

僳、傣、壮、哈呢、回族等21种民族，其中，汉族296105人，占

总人口的70．1 5％；彝族人口93061人，占总人口的22％；苗族人

口12002人，占总人口的2．8％；其他兄弟民族20902人，占总人

口的5．05％。

禄劝地处内陆高原，地形复杂多姿，崇山峻岭和江河溪涧交

错，地表起伏不平。南部地区相对完整，北部较为破碎。地势东北

高、西南低，自东北向西南呈阶梯状缓降．雄峙东北的乌蒙山主峰

马鬃岭，海拔4247米，为县境内最高点；全县最低点为普渡河与

金沙江交汇处的小河口，海拔746米，相对高差3501米．在崇山

峻岭之间，镶嵌着相对平缓的山间盆地、台地及河流冲积带，称

“坝子”。由东北向西南，较大的有转龙、九龙、则黑、撒营盘、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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