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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平乐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桂江自北向南纵贯县境西南部。县境

多年平均径流量16．7亿立方米，人均拥有水量4 136立方米，水资源丰富。但

在建国前漫长的历史时期，除农民们在一些小河流上砌筑的临时性堰坝，开渠

引水或架筒车提水灌田外，境内丰富的水资源并未能充分开发利用。春夏之季，

时有暴雨，河水猛涨，毁屋冲田；久旱不雨，溪河断流，稻田龟裂。苦难深重

的人民望着滚滚南去的桂江无可奈何。

建国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开展了大规模的水利电力建设。迄今

全县已建有中型水库2座、小(一)型水库9座、小(二)型水库34座、山塘373

座，蓄水工程总库容12 438万立方米，其中兴利库容8 449万立方米；引水工

程579处，正常引水流量3．46立方米每秒；提水工程351处，装机8 760．5千

瓦。星罗棋布的水利设施有效地浇灌着21．78万亩良田沃土。从1973年开始，

全县粮食自给有余。

1963年兴建县内的第1座水力发电站，至1990年末，已建成水电站51座，

装机18 129千瓦，火电装机2 700千瓦，年发电量3 553万千瓦小时。全县93％

的行政村通了电，用电户占总户数的83．8％。

纵观平乐县的水利电力事业，确有惊人的发展，但要使丰富的水利资源造

福于人民，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本志全面地记载了平乐县水利电力建设的光辉业绩，也如实地记述了失误

和教训，是一部宝贵的科学资料书。它是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编纂人员殚精

竭力、辛勤劳动的结晶。

谢谢为《平乐县水利电力志》的编写作出贡献的所有人员。

覃炎宗

1991年6月30日



编辑说明

一、本志记事，上起汉永初元年(107年)，下至1990年，重点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水利电力建设。

二、本志以类建章，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全志共9章、36节，配有

照片、图、表。

三、行政区域名称一般用今名，根据需要有少数注明当时名称。

四、本志高程采用黄海基面高程。

五、本志官职、职称一般按当时名称。

六、水资源、水能蕴藏量采用1985年编制的水利区划中的数据。

七、本志资料来自自治区通志馆、桂林市图书馆、桂林地区水电局、梧州

地区水电局、县档案馆、县水电局资料室及工管站、平乐水文站以及民间口碑

资料、调查资料等。数据以统计资料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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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平乐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北部，距首府南宁449公里。地理位置东经

110033'18，L_11102，32”；北纬24。15，24’L24。53，46，，。东临钟山，南接昭平，西靠

荔浦，西北邻阳朔，东北与恭城交界。县境内南北最大纵距71公里，东西最大

横距49公里，总面积1 919．34平方公里，合287．901万亩。1990年全县共有

1 3个乡、镇，134个村，78 654户。总人口40．3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5．64

万人。全县耕地面积34．68万亩，其中水田22．44万亩。农业人口平均每人有

水田0．63亩。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系广西商品粮基地之一。1990年粮食总产

量1 3．97万吨。特产有板栗、苎麻、红瓜子、沙田柚、柿饼、柑桔、夏橙。沙

田柚为全国主要产地之一，柿饼产量居广西之首。板栗、红瓜子远销港澳及东

南亚地区。 、

县东、西、南三面山峦重叠，绵延起伏，属中低山区，一般高程在500一800

米左右。北部、中部较平坦，高程在100—500米之间，属丘陵和岩溶谷地、洼

地，溶蚀平原地形。整个地势南高北低，由南向北倾斜。岗丘、平川相间，岩

溶地貌镶嵌其中。全县主要河流有桂江及其支流恭城河、荔浦河。桂江从北到

南穿越县境，经昭平于梧州汇入西江。桂江及其一级、二级、三级支流中，县

内集雨面积5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13条，县内总长406．08公里。县内多年平均

径流量1 6．7亿立方米，有过境径流量114亿立方米，全县地下水储量平均为

2．67亿立方米。不计地下水及客水平均每人拥有水量4 1 36立方米，每亩耕地

有水量4 815立方米。全县水能理论蕴藏量为21．49万千瓦。可开发量为10．023

万千瓦。到1990年底止，已开发水能资源共1．8135万千瓦，占可开发量的

1 8％。

平乐县地处中亚热带，气温较高，冬短夏长。多年平均气温为19．9℃，极

端最低气温为一4．1℃(1963年1月1 5日)，极端最高气温39．4℃(197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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