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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常德地区农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制造和使用过多种

人力和畜力农具以及农业机械。现有据可考的人力和畜力农具有

130余种，农业机械250多种。

早在战国时期，常德就已普遍使用铁制农具。据湖南省文物

工作队在常德地区发掘的楚墓中就发现有锄、铲、锹、夯锤等铁

制农具。秦汉以后，常德地区已拥有耕地、播种、收获、灌溉和

加工等一系列铁、木、石制农具。

农业机械的引进和使用始于1917年，当时安乡县成城垸务局

以400担谷购进第一台抽水机。1932年湖南省设立第二轧花厂于

津市，从事棉花加工。同年澧县谈文样等人发起成立“澧安农业

抽水机器公司”。1933年．常德市工商户集资购进德国产28千瓦电

动机2台，配带卧式水泵，安装于常德市城北的稽眼洞，用于排

除城内渍水。1941年，常德地区推广轧花机3种，同时还推广果

树嫁接和修剪等工具。1947年，在常德县、安乡县、汉寿县、澧

县共安装抽水机8台，灌溉农田1020．亩。以后又在常德县陡山、

德山等地安装抽水机6台，灌溉面积1000亩，并引进喷雾器、喷

粉器在安乡县、潞县试验推广。1948年，由国民党退伍军人在常

德县石门桥(飞机场原址)组织合作农场，从湖南省经济总署借

来福特一24型拖拉机l台，垦荒360亩。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帝国

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农业机械发展非

常缓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德地区农业机械进入迅速发展阶

段。1950～1957年，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一方面增补和改良

传统农具，另一方面开始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1954年成立常德

专员公署农林水利局抽水机分站。1955年建立西洞庭农场机耕队

和常德农业机器拖拉机站。1956年建立涪县农业机器拖拉机站。



1957年全区农机总动力达5386马力。均由国家投资，国营站经营

管理。当时排灌机械以煤气机为主，拖拉机是从国外引进的机型。

1958年，中共中央成都会议通过《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意见》，

提出发展农业机械以小型为主，制造一般以地方为主，购买以集

体经济为主的方针。1958～1962年建立起一批县级拖拉机站和一

批排灌站，并把部分国营站的机械下放人民公社集体经营。因条

件不成熟，又陆续将下放的机械上收到国营站管理，1963年全部

收完。1963～1966年因地制宜推广T-737人力打稻机等10多种半

机械化农机具。以洞庭湖区为中心，共建立电力排灌站228处，

装机465台，总容量47546千瓦，受益面积240万亩。到1968年止，

国家投资8018万元，建立了9个农机修造厂，24个国营拖拉机站，

346个国营排灌站。全区拥有农业机械总动力165129马力，比1957

年增长7．9倍。1969年把国营拖拉机站和排灌站下放人民公社经

营管理，从1970年开始筹建人民公社农机站。1973年建立常德地

区农机管理站，1974年改为农机管理局，把农机公司、农机研究

所划归农机局管理，并创办常德地区农机化学校。1971～1977年

常德地委两次成立常德地区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三次召开全区

农业机械化会议。1978年在桃源县办水田全盘机械化试点。1980

年止建立县级农机修造厂6个；公社农机站287个，大队农机队

1697个。全区农机总动力1281 108马力，比1968年增长6．4倍。1981

年以来，随着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农机经营出现了国营、集体、

个体多种经营形式并存发展的局面。从1981年至1987年，农业机

械持续增长，传统手工工具也有很大发展，半机械化农机具迅速

增加，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901359千瓦，比1980年增长1．3倍，其

中有拖拉机24298台，258184千瓦；内燃机76594台，482864千瓦；

电动机50549台，678262千瓦；农用汽车7477辆，463797千瓦。以

拖拉机，农用动力配套从事耕整、排灌、脱粒、加工、植保、运

输的各类机械化、半机械化作业机具发展N68万多台，另外还有

人力喷雾器71．84万部。

农业机械在农村广泛使用，使传统手工劳动逐步变成机械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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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1987年全区机电排灌面积477．89万亩；机耕面积春秋I埘季合

计288．32万亩；动力脱粒295．4万亩；加工农副产品398万吨；粮

棉汕加工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机械运输164366万吨公里，占农

村总运输量的70％。渔业增氧、饵料加工、畜牧业配合饲料加工

等机械都有新的发展。1987年各项农机作业总产值达35991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的13．6％。农业机械的发展与使用．对减轻农民劳

动强度，抗御自然灾害，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

整起到了积极作用。

随着农业机械的发展、农业机械的管理、科学研究、人员培

训、物资供应、农机修理、农机监理等工作相应得到加强。1987

年全区农机队伍发展到13．19万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3万人。

地县农机管理部门有管理干部317人。地县农机研究所共9所，有

干部和技术人员139人。地县农机学校11所，其中订中专学校l所，

有教职员工135人，其中教师80人。全区地县农机公司1 1个，职

工588人，1987年进销额10785．45万元。有修理网点1317处，修理

工人4135人，订修理设备5305台(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常德地区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过

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是发展农业机械必须遵循种植业、

畜牧业、渔业、林果业、加工、运输、农田基本建设等多机种并

举发展的战略方针。只有多机种并存才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需

要。1987年农机总动力中，运输机械占24．4％，加工机械占24％，

排灌机械占31．3％．耕作机械占14．1％，其他占6．2％，基本上

形成了多机种并举发展的形式。二是坚持家庭经营为主．国家、

集体、个人一齐上的原则。1980年以前靠国家和集体购买、经营

农业机械，农机事业缺乏活力。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

出现了家庭经营为主，国家、集体、个人多元发展的局面，促进

了农民致富和商品生产。全区1985年涌现农机专业户2．3万户．占

农机经营户的31．5％，收入高出全区农民平均收入水平的1．7倍，、

农民的富裕加快了农机的发展，1985～1987年平均每年增加37．32

万千瓦，花资金5225万元，其中农户自筹64％。三是农业机械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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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小型为主，注重效益．服务农业的基本方向。1978～1987年农

业机械总动力增加119．35万千瓦。其中小型拖拉机。165型、175

型等小型内燃机，小型电动机就达65万千瓦，占54％。以耕作机

械完成机耕面积统计，1978年大中型机械占34％，而到1987年各

种小型机械占92％。从效益来讲，小型机械优于大中型机械，更

优于耕牛。全区小型拖拉机每百元固定资产年收入86．32元．比

大中型拖拉机多收入43．9％。水田耕整机与牛比较，是一头牛的

购价，半头牛的成本，3至4头牛的工效。农机必须服务于农、

林、牧、副、渔和农村工业才有用武之地。但恐．也存征不少问题，

有盲日追求速度，忽视经济效益的问题，有“文化大革命“的干

扰，走翅一些曲折道路，但尽管如此，发展速度之快，仍然是常

德地区农视史上前所未有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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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排灌机具

自古以来，常德地区农田排灌，主要使用龙骨水车、水桶、

吊桶、戽斗、筒车等简单提水工具。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

南士绅梁肇之和龙阳县(今汉寿)商会提出民办水利公司及购置

抽水机的建议，但后来未付诸实施。

民国六年(1917)安乡县成城垸务局向农民每亩派谷l斗，

共收谷700担，然后以400担谷买进一台抽水机，这是常德地区出

现最早的抽水机。

民国二十年(1932)11月，澧县澧安农业股份仃限公司谈文

祥等人发起成立“澧安农业抽水机器公司”。由县政府向省建设厅

报告，汁划购置四种型号的大小抽水机共lO台，102马力。但后

来未能付诸实施。

民国三十六年(1947)湖南省抽水机工作队带来约翰逊汽油

抽水机及水泵等在常德设置督导处，进行农田灌溉示范。据《复

员增产队成绩》记载，当时常德地区安装抽水机8台，其中常德

县3台、安乡县2台、汉寿县2台、澧县1台，受益面积1020亩。

据湖南省档案馆资料记载：民国三十六年(1947)在常德县陡山、

善卷、德山、青年农场和汉寿县八角山各安装抽水机1台，安乡

县城郊安装2台。后来有些抽水机去向不明，新中国成立时仅剩

1台。

建国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排灌机械的发展。1950～1957年

排灌机械由国营排灌站经营管理。1950年，中南农林部向中央重

工业部订购无锡一25煤气机，由湖南省农林厅奖给常德稻场和津

市轧花厂各2台，1951年受益面积3960亩。1954年5月20日，湖

南省水电厅批复建立“湖南省人民政府常德专员公署农林水利局

抽水机分站”。分站成立后，收集散存于民间的抽水机67台，其中

煤气机27台，柴油机40台。1955年在汉寿县王海坪初级农业社安

5



装固定机埠2处，有煤气机4台，160马力，还在该县洲口、酉

港等地安装临时机埠出租。1957年湖南省在常德地区投资排灌机

械39台，975马力，投资额29．04万元。至此，全区共有可使用抽

水机138台，3941马力，排灌受益面积t5．2 27／亩。

1958～1962年主要贯彻“民办公助”的方针，靠农业合作社

(1958年下半年合并成人民公社)自己的力量发展排灌机械。

1958年常德专署农业局、水利局合并，设立农业机械科。当年在

安乡县的大鲸港、大豆4口、新开口，汉寿县的坡头、龙打吉，常

德县的芷湾、南马口、北礓头、苏家吉等处发展排灌站，平均每

马力投资一142元，比1957年的每马力426元，减少三分之二。1959

年全区排灌机械发展较快。1960年国家处于暂时困难时期，很多

基本建设项目停止，但农田排灌机械继续兴办，当年在常德县的

三合垸、建设措、安乡县的董家蛸、赵家湖等处兴建排灌机埠，

投资553万元，还拨出贷款和抗旱经费641万元。1958～1962年累

计发展排灌机械的台数比1957年增长9倍，1962年有排灌机械1437

台，53256马力，排灌受益面积152．47万亩。

1963～1968年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方针，在加强已有机电排灌设施的同时，‘以洞庭湖区为中心大搞

电力排灌建设，以兴建电力排灌站为主，．拥有排灌机械4164台，

15．56万马力，占农用动力的92．5％，排灌受益面积245．96乃亩。

1969年国营排灌站下放人民公社经营管理，1970年完成全部

下放任务，排灌机械迅速发展，1980年排灌机械达41518台，

48．94万千瓦(64．4万马力)，其台数和马力分别比1969年增长7．4

倍和2倍，排灌受益面积453．64万亩。

1981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允许农民自己购买排灌

机械，排灌机械又有发展，1987年全区拥有排灌机械61476台，

59．56万千瓦(按每马力0．76千瓦计算)。比1980年的台数和千瓦

数分别增长48％和26％。排灌受益面积444．99万亩，其中农户占

有数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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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提水工具

清《授时迎考》·一书中收录近百种农具．并附有插图，其中

提水工具的构造与功用同常德地区提水工具相同的有以下几种。

一，水桶．吊桶

水桶为圆形木桶，用手提或扁担挑水灌溉(见图1一1)。吊桶

为椭圆形术桶，拴有4根绳f-，2人杆拉2根绳．通过一拉一松

的操作．吊水灌田。

图1 1水 桶

二、桔 槔

在井边埋l术柱，再将1根长杆子中间用绳子拴在木柱上

长杆一头挂水桶，另一头挂一块重石，将桶下垂入水井汲满水

再将悬挂蕾石的一头向下压，水桶提到地面，然后将水倾入田中。



三，龙骨水车

由龙骨、车叶、车筒、车架．恺轮茌部分组成。龙骨水车有

手摇和脚踏之分．在脚踏车中叉有坐牢和站≈：之分。，在啦车与站

车中，又有二凡车、三人车、四人车．八人t等龙骨承车用r

提水灌溉，也川用柬排除田中渍水。州“经一捣的老农介纠： 部

一二人水车，冉3尺高的水头，缚小时能搿，田I 3⋯(J、j深的水，

图1—2用龙骨水车车水

四、简 车

筒车主体是用竹术制成的夫型立轮。立轮大小根据河岸高低

而定。立轮下部浸入水中，立轮上部高出田岸，环绕立轮一周均

匀地绑上若干小筒，筒间装有受水板。筒车由水力冲转，浸入水

中小筒将水带到高处，筒口向下，水即自筒中倾泻轮旁的水箱而
汇流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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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简 车

五、孔明车

用长短不一的竹杆去肯加推活门，当活门反复运动时，在密

封的竹筒晕形成相对真空，以此汲水

六．畜力水车

这种水车的构造与龙骨水车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在上端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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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上安一立齿轮，旁竖一立轴，立轴上装上卧齿轮，并使立齿轮

与卧齿轮互相啮合(即i对伞形齿轮)，用畜力带动立轴，经齿轮

传动，从而带动水车的板叶向上刮水。

七、水力水车

构造和原理与畜力水车基本相同，只是在立轴F端装一大水

轮，利用水力冲击大水轮，使立轴旋转，再由齿轮传动而带动板

叶向上刮水。

上述工具历代沿袭且有发展。

需要一提的是日本侵略军犯湘，在常德地区作恶多端，1947

年《观察》杂志第一卷报道：“耕牛被杀十之八九；猪、牛、羊、

鸭宰杀殆尽，日军煮饭烘衣，不烧柴薪，偏烧家俱和农具。水车

损失18．42％。”据湖南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在桃源县、石门县、临

澧县调查864户，共有水车332架，其中地主1．6户1架，富农1．05

户1架，中农1．7户1架，贫农3．8户1架，雇农37户1架。1949

年全区提灌工具18．23万件，常德县、石门县、慈利县有龙骨水

车47295架，筒车656架，水力水车105架，畜力水车1架。

新中国成立后，常德地区广大农民广泛使用人力、畜力提水

工具。1952年全区淹渍稻田130余万亩，占垸田的48％。常德县、

桃源县、安乡县出动水车87865架，日夜排除渍水。1960年以前

排灌仍以水车为主，至今仍有部分农民使用着简单提水工具。

第二节 汽油 机

汽油机在常德地区排灌农田始于民国六年(1917)，由安乡县

成城垸务局向农民每亩收谷1斗，获400担谷买1台汽油机抽水。

民国三十六年(1947)，湖南省抽水机工作队带约翰逊汽油机及水

泵等，在常德设督导处，办理农田排灌示范事宜。1958年常德地

区开始使用国产汽油机，当年常德县购进1台南京产056型15马

力汽油机用于排灌。1958～1962年共配置56台，主要机型是Q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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