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龙门县水电局文件

龙水电字(1985)第32号

☆

关于成立《龙门县水利志》编修委员会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 ：．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关于编修水利志的要求，经局研究，决定成立《龙门县水利志》编

修委员会，成员如下：

主任：曾宪岳
．．

副主任：胡海、I圈、刘百川、何永常、王耀槐
、 ·委员t邓自坚、张津光，邓水金，钟裕球、钟伯昌，钟海清，梁荣爱、苏祥勉、陈

长兴、潘水华、何济明、叶继中，杜义文，潘木林。

编辑室：邓自坚(主编)、张津光(专职副主编)、邓水金(副主编)、张继伦，

巫文海。

(附) 《龙门县

龙门县水利电力局

一九八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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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在秦及前汉为番禺县地，后汉末为增城县地。明朝宏洽九年(1496)分置

龙门县，属广州府。1959年并入增城县，1961年龙门县恢复建制，沿用至今。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龙门县水利工程建设很少，清·康熙三年(1664)，

路溪牛径罗漱六，集资开凿龙口山(即今路溪隧洞)，以引陈禾洞水，通灌路溪西角，

因资罄中止。清·咸丰元年(1851)县志记载：县属多设土车陂，透水灌田。全县建有

水陂162座。民国84年(1945)，县城黄竹沥陂，三乡陂被洪水冲毁，龙门县国民政府

县长刘伟森旨意修复，但终未实现。 ．

建国后，在中共龙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水利水电事业极为重视，三十

多年来，为发展农业生产，依靠人民群众，兴建了一大批蓄水、引水和提水工程，修筑

河堤，整治河道，并根据山区优势，大力开发水力资源，建成了一批小型水力发电站，

有力地促进县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国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龙门县耕地29．82万亩(其中水田28．58万亩，早地5．74万亩)中，至1985年止，有

效灌溉面积达24．41万亩，占耕地83．25％。早涝保收面积达20．67万亩，占耕地70．5％，

其中高产稳产有8．84)／亩。 ．

。

至1985年止，全县建成小水电站有176座，总装机容量39097千瓦，当年发电量达

1．1082亿度，除县内用电8798万度外，还向国家电网输送6389万度。

随着水电事业的发展，相应地建成llO千伏输电线路70．5公里，110千伏变电站一座，

35千伏205公里，lo千伏952公里，35千伏变电站8座和升压站7座。

本志是本县历史上第一部水利专志。本志共分八章，全书约十一万字，如实地记述

，龙门县水利的自然概况、水旱灾害、基础工作、工程建设、工程管理、防汛防旱，以及

水政，治水人物，著作等。 ．

《龙门县水利志》业已编成，而《志》在于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且祈望通

过“存史"手段，进而获得“资洽"、“教化"作用，以利当代，惠及后世。

刘沛湖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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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一系列

改革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形势发生深刻的变化。全国政治稳定，经济迅速增长，人

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人民从实践中体会到兰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在大好形势下，中央指示各地，开展修志工作。既修地方志、又修专志。古语云：“盛世

修志"。我们编修《水利志》就是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进行的。

1985年8月，广州市水电局在从化温泉召开了水利志编写工作会议，下达了修志任

务。同年4月，县水电局成立了《龙门县水利志》编修委员会，开始了编纂工作。

此次修志，是本县历史上第一次编修的水利专志。历史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长河。建

国前，有关水利方面的记载或资料甚少，建国后，一些资料也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为了

尽可能全面，准确编修好水利志，我们一方面约请有关人员撰稿，一方面由专人汇集资

料；为此，采取以下办法t

1．印制表格，发至乡、镇水利会调查，统计。如<龙门县水利建设成就统计表》，

‘龙门县建国前水利状况调查统计表》等六种。

2．到县档案馆，县志办公室、本局档案室、下属的电力公司和排灌管理总站等单

位查阅档案，资料，共搜集到约百万字的资料。

8．采访知情人、当事人，做好笔录，建立口碑资料。

本志从1985年4月拟定编写大纲，经多次修改，至1987年夏正式进入全面编写工作。

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筛选，核对，编写，至1988年11月才完成全志初稿。

本志是我县水利，水电方面的纪实，修志的目的是为了总结前人的成绩和缺点、经

验和教训，为后人借鉴。 ，

在编写过程中，由于史料的不足和编者水平所限，错讹疏漏之处在所难免，尚祈识

者斧正。对提供资料和支持编修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诚谨敬谢。

《龙门县水利志》编修委员会

一九九O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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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始建于明代宏治九年(1496)。1959年与增城县合并，1961年恢复龙门县建

制，沿用至今。

本县位子广东省中部，距广州市东北178公里。西起东经113度48分26秒，东止东经

114度24分58秒，南起北纬23度20分6秒，北至北纬23度57分50秒。东南与河源，博罗

县毗邻，北与新丰，西与从化，南与增城县接壤，东江的支流增江河贯穿县境南北。全县

南北长69．6公里，东西宽61．4公里，总面积为2295平方公里(折算为344．25万亩，其中；

山地274．6万亩，水田28．58万亩，旱地5．74万亩，河流及其他40．33万亩)。1985年统

计总人1：126．4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2．08万人。

全县划分为12个区，1个镇(龙城镇)，4个区级林场，一个省属林场(油田林场)。

本县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有7座。中东部的龙城、平陵，

西南部的永汉为丘陵及小平原，河流众多，水量丰富，水质良好。主要千流增江(即龙

门河)贯通南北，集水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蓝田河、铁岗河、自沙河、葛埔

水，永汉河、油田河。另有平陵水入博罗公庄水。

龙门县地处亚热带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龙城多年平均气温20．8摄氏度，极端

最高气温39．3摄氏度，极端最低气温一4．4摄氏度，平均日照时数1789．1小时，无霜期

平均300天。全县多年平均年降水量2133．6毫米。西南部的南昆山，是全省暴雨中心之

一。该处的上坪站，多年平均年降水量2679。9毫米。向东部和北部雨量逐渐减少，年降

雨不均，每年4～9月为多雨期，10月至次年8月降雨量少。

本县农业生产以水稻为主，次为甘薯，冬小麦等，经济作物有花生、甘蔗、黄豆、

木茨、黄麻。1985年粮食产量为11．4万吨，平均亩产501公斤。
’

龙门县的土特产有：龙门鸡，龙门草菇，龙门笋、龙门粉，毛竹，松香，蜜糖，历

史上均蜚声中外。

水利建设方面：建国前，河堤矮小、单薄，防洪能力差，灌溉主要靠拦河筑陂，安

装竹筒天车，使用人力戽斗，抗早能力低。据1949年统计，全县水田面积28．21万亩，

而保证溉灌面积只有8．8万亩，占水田面积18．47％。

建国后，中共龙门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水利事业，发动广大群众，先后兴

建了一大批蓄水、引水、堤水工程，河道整治，修建了河堤，并开发利用水力资源，建

成了～批小型水力发电站，以及相应的输变电工程，使全县旱、洪、涝灾害大为减轻，

农田灌溉用水和工业用水，有了改善，电力自给有余。

． 龙门县水利建设，1950",,1952年，，在全县范围内，发动群众，维修水陂、水圳、加

周河堤。水利设施获得改善，效益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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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N1957年，贯彻“大力兴修小型水利，着重兴建山塘水库，以治旱为重点，蓄

水防旱"的水利方针。本县的水利建设，从此兴起。 ．

在此期间，先后兴建了王家_面、万洞、公大坑、松元背、黄沙、旱河、余家_面、合

口。屏风石、大王墩、大淦山、黄土湖、大坑面等小型水库，开挖了黄竹沥、龙平渠等

一批引水工程。。

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出现了浮夸风，加上自然灾害，导致发生1959一-,1961年的经

济困难，水利建设受到挫折。

1958年11月，龙门县与增城合并(1961年10月，龙门，增城分县，才恢复龙门县建

制)。这个时期建设重点放在增城片，而龙门片只兴建了龙洞小(一)型水库、左潭陂、

地派陂、蓝田陂、低面弓f水渠、麻子坑、超光、戴屋、九鼻、梅留，禾寮面、龙门塘山

塘等小型水利工程。

．1958年10月增江水库动工(至1961年夏停建)。部分山塘、水陂工程失修，I』及大

量砍伐山林，造成水源不足，而致灌溉效益有所下降。1963年春早，旱情持续163天，

更使全县受早农田面积达19．7万亩。 ·

1963,---1965年，龙门县水利工作贯彻“巩固提高，积极配套，重点兴建’’的方针，实

行以小型为主，维修配套为主，水陂水圳为主。先后兴建了牛蕴肚、大坑、翁坑，横

田、庙山前、磨刀坑、板塘等小型水库、路溪隧洞引水、七星墩中型水库。

此外，全县建设了一大批水轮泵站。

1966--一1976年，在这期间，先后兴建了长塘、班鱼塘、竹坪，丹竹面、绦头、坑头等小

(一)型水库，兴建了中村、麦屋、牛屎坳，灯芯塘、南坑、王宾、热水锅、上坑，上

林、横槎迳，三级塘、观厅等小(二)型水库。重建垮坝的龙洞水库，兴建了自沙河中

型水库。永汉公社兴建的东新渡槽，以及由水电局主办的县城自来水厂。

1968年秋，正是全国掀起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由于70％水利技术干部

受打击和迫害，队伍被肢解，工程档案被烧，水利工作受到干扰。但是，在困难条件

下，有志于水利事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仍然继续坚持水利建设。

1977-一1985年，在兴建工程的同时，逐步把水利工作转移到管理上来。1977年6月，

龙门县革命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搞好农田水电建设十点意见》，

为根治全县水旱灾害j水利水电管理，明确了方向。

在此期间，各公社先后恢复了水利水电建设委员会机构。县水电局科技干部也陆续

归队及建成了白沙河，梅州两宗中型水库和坑头、礤头、班鱼塘3宗小(一)型水库。

1980年龙门县发展水轮泵已遍布13个公社、林场，累计建成164站，185台，灌溉

8410亩，加工、照明92站92台，共882千瓦。以后，由于河床淤高，或管理不善，或零件

缺货，或由电灌站代替等等原因，水轮泵逐步衰落，报废很多，仅剩70站81台。

但电力排灌却随着小水电的发展而兴起。1980年底有电灌站163台，装机2572千瓦，

灌田20968亩，电排站11台，装机655千瓦，排水面积10900亩。

在这期闯，还完成了城西反虹涵，平陵隘子引水渠、蓝田黄陂、左潭龙潭庙陂、龙

华水坑陂一批小型水利工程的兴建改建和维修，更换了屏风石水库、长塘水库的放水

涵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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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县水电局进行了水资源调查，水利化区划和河流规划，为今后水利水电建

设，提供了依据。

经过三十多年的水利建设，全县建成的水利工程有：

蓄水工程128宗。其中中型3宗，小(--)型16宗，小(二)型8l宗，小型山塘78宗。

控制集雨面积387．52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14．7％，总库容19820万立方米。

引水工程447宗，总引水流量20．33立方米／秒。其中万亩以上中型引水工程1宗，

千亩以上万亩以下引水工程29宗，千亩以下引水工程417宗。

机电排灌工程146宗，容量2151千瓦。

建成水轮泵站164个185台。喷灌78台。

修建河堤23宗，总堤长71．7公里，捍卫耕地35060亩，捍卫人口36260人。还有部份

河道整治工程。 ：‘

三十多年的水利建设效益，见下表：

水利工程效益统计表

一二—』⋯工羔』一一—!竺习⋯—坚竺三一i竺!兰⋯一
耕地面积 万亩 32．87 80．6l 29．32

其中水田 万亩 28．21 25．20 23．58

其中旱坡地 万亩 4．616 5．4l 5．74

有效灌溉面积 万亩 26．95 26．95

占耕地 ％ 88．04 91．92

r 保证灌溉面积 万亩 3．8 24。77 24．41

占耕地 ％ 11．5 80．92 83．25

旱涝保收面积 万亩 1．0 19．94 20．67

占耕地 ％ 3 65．14 70．5

其中高产稳产 万亩 9．05 8．84

占水田面积 ％ 35．91 87．48

龙门山区水利建设，促进了小水电的发展。1963年建成第一宗县办小水电——龙平

渠水电站，装机容量160千瓦(2台)，送电至县城，开创了龙门县小水电建设的历史。

但“文化大革命’’期问，小水电受到挫折，至1976年，累计建成7994千瓦，平均每年新增

870千瓦；“文化大革命’’结束至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小水电建设开始复苏，

兰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小水电发展迅速，至1985年止，全县总装机

89097千瓦。这期间每年新增装机3110．3千瓦，年发电量达11082万度，其中输给国家电

网6889万度。

与此同时，输变电工程建设，也相应地发展。

从1973年开始建立85千伏电压级电网的输变电系统，至1985年止，全县已建成110

千伏变电站1座，装机容量20 000千伏安，输电线路70．5公里；85千伏变电站8座，升压

站7座，主变容量43240千伏安，线路长205．41公里；10千伏安配电变压器488台，总容

3

●，

，

篆

允

K



量48955千伏安，线路长952公里(其中两线一地制600多公里)，400伏供电线路700公里

(指系供电干线)，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县内独立电力系统，可与国家电网并网运行。

电源和电网的建设发展，为实现农村电气化打下了物质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

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85年，全县人口平均工农业产值535元，比1978年增长75．6％，城乡用电普及率

96．1％，以电代柴户占总户数28．8％，全县自用电8870万度，且外送国家电网6389万度，

人口平均148度，每户平均生活用电823度，这些主要指标达到了中国式初级农村电气化

的标准。经广东省计划委员会组织验收合格，．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电力部颁发证书

(发证日期{1986年8月14日)和奖状。

但在三十多年的建设中，也有过工程失误的教训：

立111954年王家面水库、1966年龙洞水库和1978年万洞水库，均因士坝质量差和管理

不善而被洪水冲垮。

1957年合口水库，因测量集水面积有较大的错误，设计库容偏小，造成洪水满库

垮坝

1963年左龙渠、下龙渠，由于沿渠多属山坡陡竣，土质松散，渗水严重，渠坐崩塌

两报废。

1971年西林水轮泵站水陂，因清基不善，加上用芒箕垫底进行浆砌块石，被水冲崩

而报废。

1974年铁岗河、马头河的改河工程，河床多属砂卵石而未作处理，又加大河床比

降，缩短河长，每遇洪水，堤堂多处崩决，经多次复修，仍未稳定。

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全县虽已形成初具规模、基本配套、布局合理的水利、水电

工程体系，为工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有部分工程经过多年运行使用，已出现老化，

工程效益下降。1980年以后，农村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由集体经营变为以户为单位的

分散经营，而水利工程的管理还没有全面制订与此相适应的管理体制、管理制度和管理

施施，因此，今后如何获得工程安全?如何发挥工程效益?如何把工程真正落实到管理

上来?已成为当今急需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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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县主要河流是增江，贯通县境南北。

增江是东江的三大支流之一，在龙门境内叫龙门河，发源于新丰七星岭，流经新丰、

龙门、增城，在增城孙家埔注入东江，总集水面积3114平方公里，河长205．6公里(在

龙门县境内集水面积2126平方公里，河长128．6公里)，平均坡降0．714％o，在县城附近

的河段称西林河。在白沙河汇入处有较开阔的冲积平原，龙华、沙迳、麻榨附近沿河两

岸有狭小的平原，流域内其它地区，属山区和丘陵。平原地区受到洪涝威胁。上游兴建

中的天堂山水库控制集水面积461平方公里，库容2．62亿立方米。’

县内集水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支流有7条，其中6条是增江支流，另l条是东

江支流公庄水的上游，在龙门境内称平陵水。

龙门县主要河流简况表，见表1—1—1 ·

龙门县主要河流简况表
表I一1—1

河流 集水面积 河长 坡降河，名 发源地 河 口 备 注级别 (平方公里) (公里) (‰)

增江 1 新丰七星岭增城孙家埔 3114 205．6 0．714

蓝田河 2 龙门帽山顶 龙门合丫水 179 32 5．9l
知一

铁岗河 2 龙门三角山 龙门下村 242 41 2．64

白沙河 2 新丰羊古田 龙门车田 176 32 2．87

葛埔水 2 龙门砂帽顶 龙门水坑 114 30 6．125 又名邓背水陈禾洞水

永汉水 2 龙门天堂顶 龙门合口 410 58 6．92 又名南昆水

油田水 8 龙门加照面 龙门永汉 110 27 8．89 又名四乡水
，

平陵水 2 龙门掌牛岭 博罗公庄 169 23 O．672 又名公庄水

5



e注：龙门县人民政府文件：龙府(1981)78号通知：原称九林水、高明水、西林

河、增江河，现在统称为龙门河)。

蓝田河是龙门河上游的支流，流经龙门县蓝田区，在天堂山林场的合丫水与干流汇

合。流域内属山区，在沿河附近有狭小平原，蓝田圩以上，分成倒流水、流洞水两个小

支流。流城内有耕地9 563亩。主要靠小型引水工程灌溉，上游无水库控制，下游天堂

山水库建成后，全流域均由天堂山水库控制。

铁岗河是天堂山水库下游龙门河右岸的支流，流经铁岗，左潭两个区。流域呈树叶

状，大部分属山区，沿河有狭长的小平原。干流比降缓，支流短小而坡陡，暴雨时易受

山洪冲刷，无雨则早。除支流建成竹坪水库外，其余干支流无水库控制。

白沙河，是龙门河上游左岸的支流，上游为山区，中，下游为丘陵，平原区，比降较

缓，中游已建白沙河水库，控制集水面积42．3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24％，下游为县

内主要农业区之一。

葛埔水，又名陈禾洞水，邓背水，水坑水，流域均为山区，上游分成陈禾洞水、龙

石头水两个主要支流，在葛埔汇合后向北注入龙门河。在上游的陈禾洞、龙石头，下游

龙华圩附近有狭小平原。上游建有坑头水库，控制集水面积7．4平方公里。

永汉水，是龙门河最大的支流，地处龙门县西南，上游是高峻山区，下游是永汉平

原。上游称南昆水，流经南昆林场大面积阔叶林地区，已建七星墩水库，控制集水面积

24．4平方公里，另引水入库55平方公里，中游永汉镇附近已建梅州水库，控制集水面积

138．9平方公里(包括七星墩水库集水面积24．4平方公里)流域内还有较大的支流油田

水、三坑水，低面水，其中油田水集水面积110平方公里，支流上已建成旱河，合口两

水库，分别控制集水面积7．8和16．8平方公里。全流域总计控制集水面积157．5平方公

里，占全流域面积的88．4％。上游南昆山是广东省暴雨区之一，雨量充沛，植被良好，

河流总落差930米，水力资源蕴藏量3．86万千瓦。下游永汉平原耕地面积47，483亩，是

县内主要的农业区之一。

平陵水，是东江支流公庄水的上游段，流域呈扇形。属丘陵地带，河床比降较缓，

流域内雨量较少，比较干旱。已建成水库7宗(即黄沙、大坑、翁坑、牛蕴肚、长塘，班

鱼塘，丹竹面水库)，控制集水面积26．9平方公里，占流域面积15．9％。

第二节水资源

一，地表水资源’

龙门县地表水资源丰富。县内主要河流是增江中上游(即龙门河)，贯通县境南北。

而集水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河流有七条(见表1一l一1)

全县多年平均降雨量3133．6毫米。全县多年平均总产水量48．966亿立方米，径流系

数0．626，多年平均径流量30．659亿立方米，多年平均径流深1885．9毫米。西南部的南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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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是全省暴雨中心之一，山内上坪雨量站，多年平均降雨量2679．9毫米。

另外，由从化县境内流入我县的径流量有1亿立方米。全县人均拥有水量(不计入

境水量)12 720立方米，为全省人均水量3 565立方米的3．57倍，为全国人均2 749立方

米的4．63倍。可见。本县水资源是丰富的。

水质量是好的。对100平方公里以上集水面积的各河流，曾于1980年作过取样化验，

证明酚、汞、氰、砷、铬(六价)等五项毒物及有机污染均较少，大部分为一级水(水质

良好，符合饮用渔业水质标准)。个别河段为二级水，(轻度污染水，符合地面水标

准)如渡头附近，林村附近和平陵水，均尚能饮用。 降水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布不

均。渡头水文站实测，1968年最大径流量9．721亿立方米／年，为1963年最小径流量1．874

亿立方米／年的5．19倍。

该站1974年瞬时最大流量为l 400立方米／秒，1977年瞬时最小流量为0．62立方

米／秒。 “ ·

本县汛期4～9月的径流量，占全年的79％，尤其5、6月份，占全年的36彤。

本县多年平均降水量：最多的上坪站2679．9毫米，最少的蓝田站1832．8毫米，后者

仅为前者的68％。

暴雨主要集中在5、6月份，受热带海洋气团影响的锋面雨，次为7～9月份出现

的台风雨，一般10月至次年8月，降水量较少，春旱容易发生，且较突出。

二，地下水资源

本县显露温泉有：地派区的地派圩温泉，泉址建有围墙亭阁，为当地居民洗澡用。

龙城热水锅温泉、不论寒暑均保持水温75摄氏度，水起泡，古诗曰：“明月笑临热水池，

不尽三更未肯移。温秋热夏情未己，深冬春冷也时时"。另有江锭温泉，永汉马星温泉。

饮食水井，遍布全县城乡。龙江区广尾乡，平陵圩及永汉圩两个自来水厂，已于

1987年建成，供圩镇居民食用。

三、水力资源‘
’

全县河流理论水能总蕴藏量为15．59)7千瓦，其中可开发的有9．94万千瓦，年发电

量达8．94亿度，全县人均可开发水电装机容量为376瓦，人均电量为1490度，比全省人

均装机，电量约多二倍。故本县水力资源是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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