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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邛崃县水利电力志》成书出版，是我县水利电力事业

上的·件大事。

历代政府均视水利为“政之要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水利事业尤为重视。1 95 O

年春，邛崃刚平息土匪暴乱，中共邛崃县委员会、邛崃县人

民政府即组织力量对群众关切的徐公堰聂幺店子段水毁工

程和威胁城关安全的西河坝防洪工程进行整治、修复。继

后，又依靠群众，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建设，改造和整修了县

内多项水利工程口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邛崃被定为全省最早三个综

合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之一。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7K利、

电力和渔业迅速发展。至l989年，全县建成引、蓄、提水

利设施上千处。平坝和五面山区形成了余缺互调、能灌能排

的水利网；大量冬水田得以放干，下湿低产田得到改造。农

业生产持续发展，全县粮食总产为19／19年的3．87倍。电力

事业从无到有，电力由少到多，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电网为后

盾，小水电为主体的县电网格局，为工农业的发展，人民生

活的改善作出了贡献。

． 盛世修志。记述邛崃县水利电力事业的历史和现状，是

服务当代，造福后代的大业，自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遵照上级指示，我局于1 98 1年安排力量，开始搜集
· l ’



资料。1989年9月，局里邀集几位老同志组成编写组，调整

纲目，苦战一年，写成初稿。1990年9月，我局请省、市水

利志办、市志办的有关领导和几位教授、专家、学者来邛，

会同县志办和县有关领导对志书进行评审研讨。会后，我们

根据会议提出的宝贵意见进行修改外，还将原下限断至

1 985年延至1 989年。增补四年资料，绝非易事，多亏编写

组老同志不辞辛苦和各股室同志的鼎力相助。本志重点记

述建国以来的成就，至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亦寓文中，俾

使这部志书能具资治、教化、存史之功能。

志书编纂过程中，承省、市水利志办、县志办和水电界

老前辈、专家的具体指导并审修；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及编

写组同志的艰辛工作，在此谨表谢忱。

多陉‰



凡 1歹lI

、一、本志为邛崃县水利电力专业志，·是邛崃县地方志丛书之一。

二、本志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

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体例编写，力

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

三、年代断限，上限为1911年，下限为1989年。个别吏实，为究源流，

略有上溯下延。

四、本志书按“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详重点略一般”的原则纂写，重

‘点放在建国后的史实。记叙以时为经，以事为纬，横排竖写，力求突出重点，

兼顾一般，反映全貌。

五、本志按篇、章、节、目编排，除卷首卷尾外。全书共7篇，29章，106

节，11l目，计30万字。随文插配必要的图、表、照等。

六、本志使用语体文，记叙体，力求语言朴实，文字准确、规范。引文

忠于原文，‘各据史载，辅以。口碑"。为免行文繁冗，引文出处，一般略去。

七、行文使用的标点符号，以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

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修订发布的《标点符号用法》为准。

八、文中数字的写法，以国家语委等七部门1987年2月1日发出的《关

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为准；使用度、量、衡的名称及数量，按

当时量器名称记载，现用量器、数量，亦按《规定》记载。 。

九、本志纪年．民国以前历代年号，按当时习惯称谓记叙，加注公元；新

中国成立后(文中称“建国后”)．二律以公元纪年。

十、地理名称．按当时名称记载。县内地名，按《四川省邛崃县地名

录》记载。
。

十一、各级政权机构及单位名称，按各个历史时期的称谓记叙。

十二、本志涉及的人物，因事系人，按实记述，或列表记事。人物称谓．

一般不冠职名，但其职权与史实有关的，按当时习惯称呼记叙。

十三、本志正文未列述的史实。随文附记。



目 录

概述⋯．。⋯⋯⋯⋯⋯⋯⋯⋯⋯⋯⋯⋯⋯⋯⋯⋯⋯⋯⋯⋯⋯⋯⋯⋯⋯⋯⋯⋯(1)

大事记⋯⋯⋯⋯⋯⋯⋯⋯⋯⋯⋯⋯⋯⋯⋯⋯⋯⋯⋯⋯⋯⋯⋯⋯⋯⋯⋯⋯”(8)

第一篇 综述⋯⋯⋯⋯⋯⋯⋯⋯⋯⋯⋯⋯⋯⋯⋯⋯⋯⋯⋯⋯⋯⋯”(18)

第一章地理条件⋯⋯⋯⋯⋯⋯⋯⋯⋯⋯⋯⋯”j⋯⋯⋯⋯⋯⋯⋯⋯⋯⋯⋯⋯⋯⋯(18)

第一节基本情况⋯⋯⋯⋯⋯⋯⋯⋯⋯⋯⋯⋯⋯⋯⋯⋯⋯⋯⋯⋯⋯⋯⋯⋯⋯<18)

一地域政区⋯⋯⋯⋯⋯⋯⋯⋯⋯⋯⋯⋯⋯⋯：⋯⋯⋯⋯⋯⋯⋯⋯⋯⋯⋯“(18)

附录： 邛竦与大邑、蒲江、新津晚连社队的调整情况?⋯⋯⋯⋯⋯⋯“(20)

二人口发展⋯⋯⋯⋯⋯⋯⋯⋯⋯⋯⋯⋯⋯⋯⋯⋯⋯⋯⋯⋯⋯⋯⋯⋯⋯⋯(20)

三土地利用⋯⋯⋯⋯⋯⋯⋯⋯⋯⋯⋯⋯⋯·i⋯⋯⋯⋯⋯⋯⋯⋯⋯⋯·；⋯“(2 J)

第二节地形地貌⋯⋯⋯⋯⋯⋯⋯⋯⋯⋯⋯⋯⋯⋯⋯⋯⋯⋯⋯⋯⋯⋯⋯⋯⋯(21)

一平原⋯⋯⋯⋯⋯⋯⋯⋯⋯⋯⋯⋯⋯⋯⋯⋯⋯⋯⋯⋯⋯⋯⋯⋯⋯⋯⋯⋯(2l>

二浅丘⋯⋯⋯⋯⋯⋯⋯⋯⋯⋯⋯⋯⋯⋯⋯⋯⋯⋯⋯⋯⋯⋯”⋯⋯⋯⋯⋯·(22)

三深丘⋯⋯⋯⋯⋯⋯⋯⋯⋯⋯⋯⋯⋯⋯⋯⋯⋯⋯⋯⋯⋯⋯⋯⋯⋯⋯⋯⋯(22)

四 低中山⋯⋯⋯⋯⋯⋯⋯⋯⋯⋯⋯⋯⋯⋯⋯⋯⋯⋯⋯⋯⋯⋯⋯⋯⋯⋯⋯(22)

第三节地质±壤⋯⋯⋯⋯⋯⋯⋯⋯⋯⋯⋯⋯⋯⋯⋯⋯⋯⋯⋯⋯⋯⋯⋯⋯⋯(22)

一地质梅造⋯⋯⋯⋯⋯⋯⋯⋯⋯⋯⋯⋯⋯⋯⋯⋯⋯⋯⋯⋯⋯⋯⋯⋯⋯“·(22)

二土壤分布⋯⋯·⋯⋯⋯⋯⋯⋯⋯⋯⋯⋯⋯⋯⋯⋯⋯⋯⋯⋯⋯⋯⋯⋯⋯”(23)

第四节物产矿藏⋯⋯⋯⋯⋯⋯⋯⋯⋯⋯⋯⋯⋯．．．⋯⋯⋯⋯⋯⋯⋯⋯⋯⋯⋯(24)

一物产⋯⋯⋯⋯⋯⋯⋯⋯⋯⋯⋯⋯⋯⋯⋯⋯⋯⋯⋯⋯⋯⋯⋯⋯⋯⋯⋯⋯(24)

二矿藏·⋯⋯⋯⋯⋯⋯⋯⋯⋯⋯⋯⋯·⋯⋯⋯⋯⋯⋯⋯⋯⋯⋯⋯⋯⋯⋯⋯·(25)

第二章气候⋯⋯⋯⋯⋯⋯⋯⋯⋯⋯⋯⋯⋯⋯⋯⋯⋯⋯⋯⋯⋯⋯⋯⋯⋯⋯⋯⋯⋯(25)

’第一节气候特征⋯⋯⋯⋯⋯．．．⋯⋯⋯⋯⋯⋯⋯⋯⋯⋯⋯⋯一⋯⋯⋯⋯⋯⋯·(25)

第二节降水量⋯⋯⋯⋯⋯⋯⋯⋯⋯⋯⋯⋯⋯⋯⋯⋯：⋯⋯⋯⋯⋯⋯⋯⋯⋯”(26)

第三节气温、日照与蒸发量⋯⋯⋯⋯⋯⋯⋯⋯·⋯⋯⋯⋯⋯⋯⋯⋯⋯⋯⋯“(26)
·1．



第三章河流⋯⋯⋯⋯⋯⋯⋯⋯⋯⋯⋯⋯⋯⋯⋯⋯⋯⋯⋯⋯⋯⋯⋯⋯⋯⋯⋯⋯⋯(27)

第一节南河干流⋯⋯⋯⋯⋯⋯⋯⋯⋯⋯⋯⋯⋯⋯⋯⋯⋯⋯⋯⋯⋯⋯⋯⋯⋯(27)

第二节南河支流⋯⋯⋯⋯⋯⋯⋯⋯⋯⋯⋯⋯⋯⋯⋯⋯⋯⋯⋯⋯⋯⋯⋯⋯⋯(28)

一 郝江⋯⋯⋯⋯⋯⋯⋯⋯⋯⋯⋯⋯⋯⋯⋯⋯⋯⋯“·⋯⋯⋯⋯·····⋯⋯⋯·(28)

二斜江⋯⋯⋯⋯⋯⋯⋯⋯⋯⋯⋯⋯⋯⋯⋯⋯⋯⋯⋯⋯⋯⋯⋯⋯⋯⋯⋯⋯(28)

三蒲江⋯⋯⋯⋯⋯⋯⋯⋯⋯⋯⋯⋯⋯⋯⋯⋯⋯⋯⋯⋯⋯⋯⋯⋯⋯⋯⋯⋯<29)

第三节玉溪河⋯⋯⋯⋯⋯⋯⋯⋯⋯⋯⋯⋯⋯⋯⋯⋯⋯⋯⋯⋯⋯⋯·⋯⋯⋯”(29)

第四章水资源⋯⋯⋯⋯：⋯⋯⋯⋯⋯⋯⋯⋯⋯⋯⋯⋯⋯⋯⋯⋯⋯⋯⋯⋯⋯⋯⋯”(31)

第一节大气降水⋯⋯⋯⋯⋯⋯⋯⋯⋯⋯‰⋯⋯⋯⋯⋯⋯⋯⋯⋯⋯⋯⋯⋯⋯(31)

第二节河川径流-⋯⋯⋯⋯⋯⋯⋯⋯⋯⋯⋯⋯⋯⋯⋯⋯⋯⋯⋯⋯⋯⋯⋯⋯”(31)

第三节地下水⋯⋯⋯⋯⋯⋯⋯⋯⋯⋯⋯⋯⋯⋯⋯⋯⋯⋯⋯⋯⋯⋯⋯⋯⋯⋯(32)

第四节水资源总量⋯⋯⋯⋯⋯⋯⋯⋯⋯⋯⋯⋯⋯⋯^⋯⋯⋯⋯⋯⋯⋯⋯⋯·(33)

第五节水质⋯⋯⋯⋯⋯⋯⋯⋯⋯⋯⋯⋯⋯⋯⋯⋯⋯⋯⋯⋯⋯⋯⋯⋯⋯⋯⋯(33)

第六节水能及有关利用⋯⋯⋯⋯⋯⋯⋯⋯⋯⋯⋯⋯⋯⋯⋯⋯⋯⋯⋯⋯⋯⋯(33)

一水能资源量⋯⋯⋯⋯⋯⋯⋯⋯⋯⋯⋯⋯⋯⋯⋯⋯⋯⋯⋯⋯⋯⋯⋯⋯⋯(33)

二 水运⋯⋯⋯⋯⋯⋯⋯⋯⋯⋯⋯⋯⋯⋯⋯⋯⋯⋯⋯⋯⋯⋯⋯⋯⋯⋯⋯⋯(24)

三水碾水磨⋯⋯⋯⋯⋯⋯⋯⋯⋯⋯⋯⋯⋯⋯⋯⋯⋯⋯⋯⋯⋯⋯⋯⋯⋯⋯(34)

第二篇 自然灾害及防治⋯⋯⋯⋯⋯⋯⋯⋯⋯⋯⋯⋯．．．⋯·(36)

第一章洪灾⋯⋯⋯⋯⋯⋯⋯⋯⋯⋯⋯⋯⋯⋯⋯⋯⋯⋯⋯⋯⋯⋯⋯⋯⋯⋯⋯⋯⋯(36)

第一节洪水特征⋯⋯⋯⋯⋯⋯⋯⋯⋯⋯⋯⋯⋯⋯⋯⋯⋯⋯⋯⋯⋯⋯⋯⋯⋯(36)

第二节历史洪灾记载⋯⋯⋯⋯⋯⋯⋯⋯⋯⋯⋯⋯⋯⋯⋯⋯⋯⋯⋯⋯⋯⋯⋯(36)

附录；l 民国23年邛崃水灾救济委贯会报告摘录⋯⋯⋯⋯⋯⋯⋯⋯⋯(哇l>

’2 1980年6月29日洪灾记实⋯⋯⋯⋯⋯⋯⋯⋯⋯⋯⋯⋯⋯⋯⋯·(41)

第二章旱灾⋯⋯⋯⋯⋯⋯⋯⋯⋯⋯⋯⋯⋯⋯⋯⋯⋯⋯⋯⋯⋯⋯⋯⋯⋯⋯⋯⋯⋯(4一)

第一节干旱类型⋯⋯⋯⋯⋯⋯⋯⋯⋯⋯⋯⋯⋯⋯⋯⋯⋯⋯⋯⋯⋯⋯⋯⋯⋯(dd)

第二节历史旱灾记载⋯⋯⋯⋯⋯⋯⋯⋯⋯⋯⋯⋯⋯⋯⋯⋯⋯⋯⋯⋯⋯⋯⋯(45)

第三章其他灾害⋯⋯⋯⋯⋯⋯⋯⋯⋯⋯⋯⋯⋯⋯⋯⋯⋯⋯⋯⋯⋯⋯⋯”⋯⋯⋯·(d8)

第一节冰雹灾害⋯⋯⋯⋯⋯⋯⋯⋯⋯⋯⋯⋯⋯⋯⋯⋯⋯⋯⋯⋯⋯⋯⋯⋯⋯(18)

第二节山地灾害⋯⋯⋯⋯⋯⋯⋯⋯⋯⋯⋯⋯⋯⋯⋯⋯⋯⋯⋯⋯⋯⋯⋯⋯⋯(49)

繁四章灾害防御⋯⋯⋯⋯⋯⋯⋯⋯⋯⋯⋯⋯⋯⋯⋯⋯⋯⋯⋯⋯⋯⋯⋯⋯⋯⋯⋯(50)

第一节组织机构⋯⋯⋯⋯⋯⋯⋯⋯⋯⋯⋯⋯⋯⋯⋯⋯⋯⋯⋯⋯⋯⋯⋯⋯⋯(50)

第二节河渠防洪⋯⋯⋯⋯⋯⋯⋯⋯⋯⋯⋯⋯⋯⋯⋯⋯⋯⋯⋯⋯⋯⋯⋯⋯⋯(5I)

一河道治理及堤防⋯·⋯⋯⋯⋯⋯⋯⋯⋯⋯⋯⋯⋯⋯⋯⋯⋯⋯⋯⋯⋯⋯“(51)

二救生台建设⋯⋯⋯⋯⋯⋯⋯⋯⋯⋯⋯⋯⋯⋯⋯⋯⋯⋯⋯⋯⋯⋯⋯⋯⋯(58)

三治理成效⋯⋯⋯⋯⋯⋯⋯⋯⋯⋯⋯⋯⋯⋯⋯⋯⋯?⋯⋯⋯⋯⋯·⋯⋯⋯·(59)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