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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盛世修志，是中国人民历代的光辉传统，是众望所归，是有益当代，惠及

子孙的千秋大业。 ．．．．

我县人民在县委和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后，水利战线的工作也和其它各项工作一样，在战胜各种自然灾害，恢复工

农业生产，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特别是在1983

和l 9 84连续两年遭到特大洪水灾害的情况下，全县65座中小型水库没有一座

发生垮坝等严重事故，说明全县人民在．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水利战线

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作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全面而系统地，将我县水利建

设的成就与经验教训，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较详尽地记述

下来，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决策，可提供科学的有价值的资料，对发展我县工农

业生产，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历史意义。

，我们有幸躬逢盛世，编纂《广德县水利志》感到无尚光荣，作为水利工作

者，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在县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于一九八五

年七月组织力量开始编纂《广德县水利志》历时一年有余，四易其稿，终于一

九八七年二月脱稿付印。 ．7

广德县水利电力局

一九八七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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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广德县水利志》一书，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按照“

详今略古"和“古为今用"的原则要求，本着存真求实的精神，如实的反映客

观事实，寓褒贬于事实记述之中，旨在为后人留下一部“前有所稽，后有所鉴?

的治水历史经验。

《广德水利志》由概述、分．述和附录三部份组成，采用以事分类，分类横

排，又使横排竖穿起来，反映事物之间内部联系的方法编写。分述中第1～3

’章为基本情况，第4～9章属水利建设实绩。凡有历史价值的报告：文件、专

著等列于附录备考。
’

第一章自然地理的内容包括地形、水系、雨量、土壤地质和水利资源五个部

份。阅读本章后对广德县的自然地理状况有一个基本概念。。资料来源于广德县

水利区划报告，无量汐河流域报告，芦村水库水文水利分析成果、小水电规划

报告及土壤调查报告。

第二章水旱灾害内

历史上就是自然灾害频

和县地方志。．

第三章机构人员内

及先进人物事绩等，资

第四章芦村水库。

章详述。内容包括枢纽

芦村水库工程有一个比

技术总结。 ，

第五章农田水利。i

内容较为丰富，阅后对

源于本局技术档案。

．第六章水库灌区。

同时已通过规划设计、

的灌区有系统的认识。

第七章水电建设内

千瓦水电站的建设。资

资料。

第八章防洪抗旱。

容主要是历年来的水灾和旱灾。阅读本章后对广德县在

繁发生的地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资料来源于县统计局7

容主要是建国以来水利机构的变动，领导成员的更迭以

料来源于县统计局和有关报刊、水电局人事档案。，

由于芦村水库为建国以来广德县最大的水利工程故辟专

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以及后勤工作。阅读本章后对

较系统的认识。资料来源于芦村水库枢纽的设计和施工
、

内容包括小型水库、塘坝河堤、机电排灌和水生保持笔

广德县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有比较概括的认识。资料来

主要是述及芦村、张家湾和南阳水库等灌溉万亩以上的

渠系已配套(或正在施工)的灌区。阅后对广德县已有

资料来源于县水电局技术档案。

容包括芦村和响水滩水电站以及其它装机容量小于10 0

料来源于芦村、响水滩水电站设计总结和机电股的统计

内容包括历年来的防洪抗旱及救灾工作。资料来源于县

5



防洪抗旱指挥部、县统计局。 ．

第九章水利管理。内容包括工程和灌．溉管理工作。资料来源于县水电局技

术档案。

《广德县水利志》时间断限上濒至宋徽宗大观二年(11 34年)下限至1985

年底，惟因受资料所限，建国前仅搜集了历代的水旱灾害及塘坝等资料，主要

是记叙建国后(19 49年lo月)的水利建设实绩。

书中章、节标题层次及同级标题序码，除九章三十四节外，按照第一档，

一、二、三⋯⋯第二档(一)、 (二)、 (三)⋯⋯第三档， 1、2、3⋯⋯

第四档(1)、 (2)、 (3)⋯⋯ ·

书中对人物姓名后面不加称谓，职务尽量减少重复出现，单位名称在首次

出现全称后，以后均以简称代之。

．关于书中数字使用方式，在二位数字以上的，一律用阿拉伯宇；长度、重

量、容量等计量单位，除表格中用M、K g、M3等外，其余文中一律用汉字

表示，以便一般人士阅读。

●



●

●

概 述

广德县位于皖南山区，是三省八县交界地区，北连江苏宜兴、溧阳；东临浙江长兴、安

吉；南界宁国、宣城；西接郎溪。

全县现有土地面积2164．8平方公里。从地形上可分为三种类型、一、山区、在30个乡中，

有14个纯山区乡和4个半山区乡。面积约110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0％。二，丘陵区，面

积约为637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29％。三、平畈区，面积约为428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2l％，全县有一个镇(桃州镇)，五个区(1985年春建立)。30个乡(祠山岗和六林乡为1985

年夏新设置)。全县耕地面积42．0万亩，大体比例是“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

全县地形起伏甚大，其最高点为四合乡境内马鞍山，海拔高程为863．3米；海拔5QO米

以上的山峰遍布南部山区，其最低点为无量汐河出县境的狮子口河底，海拔高程为14米。在

县境内由郎川河东支无量汐河和西支桐沩河贯串全境。在郎溪境内合汐口汇合后称郎川河进

入南漪湖。 一
o

广德县水资源丰富，多年平均降水量为1347毫米。但年际年内分配都不均匀，‘年最大降

水量为1954年1977毫米，年最小降水量为1934年640毫米，年际之间竞差3倍，年内分配

也不均匀，降水量在4月至9月占全年70％，若遇台风，水量集中于数日，则成洪灾。若当

年无台风则有旱灾或洪旱灾害交替发生，往往二十天不雨就旱，日降雨100毫米即洪，在历史

上广德就是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的地区。自1134年(宋徽宗大观二年)起至建国前的l 948年，正

814年f司据县志不完全的记载计发生较严重的旱灾39次，洪灾29次，自建国后的1949年至1985

年计发生旱灾12次，其中重旱灾4次，洪灾12次，其中重洪灾5次。可见本地区自然灾害的

频繁发生，在建国前由于政府腐败，战争连年加之小农经济势单力薄，只能修建一些小塘小

坝，更无一处防洪工程，据统计至1948年全县仅有塘坝．21821处，总蓄水量4800万立米(折

合104立米／亩)，因此每逢洪旱灾害发生时，只能听天由命。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我县水利事业随着国民经济事业的发展，使建设规模由小到大，工程也由低级到高级，

有效灌溉面积自1949年的14万亩扩大到1985年的38万亩，旱涝保收田亩也由4万亩扩大到

1985年的30万亩，蓄水量自]949年的0．48亿立米扩大至1985年的1．9亿立米，水利建

设工程已初具规模，但是由于“左"的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我县的水利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

展过程，在这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i建国后的1950年至19胛年属国民经济

恢复时期，由于国家的财力、物力、和水利技术水平所限，本地区只修复整修一些塘坝，建

设lo万立米及以上的小(二)型水库3座；1958年～1960年是属所谓“大跃进”的年代，1958

年lo月陶家湾水库施工，同年儿月杨杆水库(即丁广运河)上马；1 9 5 9年3月粮长门水库

清基，经水利厅设计院改坝型为定向爆破堆石坝，以后该坝的设计和指导施工均由省厅负责

进行。1959年10月新杭水库和桥头水库又开工，另外还有不少的小型水库如汪家桥、青峰岭、

大石矿、云山、前山门、殷家湾等亦在1958年10月后相继动工，但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实际

相脱离；不切实际的过高地估计人的主观能动性；也没有根据国家的财力和物力所及的可能

限度，在当时技术水平还很低，施工机械设备十分贫乏的条件下盲目地摆开施工摊子，势必

函一i

7



要付出沉痛的代价。在1960年5月后，在已经无法再继续搞下去的情况下五座中型水库工程，

被迫全部停工直至报废。中央在1962年提出国民经济应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

八字方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开展以沿河两岸平畈区的乡为建设重点，发展机电灌溉工

程，首先在1961年～1962年间建设了全县最大的国营殷家村电灌站以及彭村、邱村、高湖

等小型电灌站以及在誓节杨杆一带沿河的小型机灌站，截止1965年底全县共有机电设备157

台／3377马力，灌溉田亩达＆12万亩，1964年为了根治无量汐河在省厅设计院的指导下

完成了无量汐河流域规划报告，为修建芦村水库提供了规划依据，1965年至1966年间中小

型水库有了较大的发展，其中有本县第二座中型水库一张家湾，同年开工的还有本县最大的

小(一)型水库一南阳以及各乡的骨干蓄水工程如百家冲、杨家店、九斗川、方山冲、候村、

下庄、梅松树等九座小(一)型水库和其它一批小(二)型水库和小型机电灌站，为本县的

水利建设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j 1966年至1975年的“文化大革命’’期I'。-J城乡生产秩序遭

’到严重的破坏，水利建设同样受到干扰和影响，在这期间可分为两个阶段，1967年至1969

年春，水利建设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1969年秋，在无量汐河出县境处的狮子口建成了一座

扬程达23米，装机2台55千瓦灌溉2千亩的电灌站嶷我县扬程最高，单机容量最大的骨干电

灌工程，1970年秋后至1975年间全县集中主要力量修建了芦村水库枢纽。

芦村水库位于广德县南部山区，离县城lo公里，属郎川河西支无量汐河上源，汇水面积

139平方公里。

芦村水库是一座以灌溉、防洪为主，结合发电、城市工矿供永、养鱼，总库容达7150叨-立

米的综合利用中型工程，枢纽建筑物由拦河大坝、溢洪道、防洪堤、隧洞、非常溢洪道及水

电站等所组成。

芦村水库也是全县最大的水利工程建设，自开工后·，调集了全县的劳力，用了五年的时

间枢纽工程基本建成， (后五年工程为加固除险)在施工期间由于县委主要领导能做到尊重

、科学，重视和采纳技术人员的意见，重视施工质量，因此在枢纽竣工后在工程质量上没有留

下后患，1974年冬起芦村水库的东西干渠又全面动工。

1971年在凤桥公社召开’县“五小工业会议"的推动下，在有条件的山区开始大办小水电，．

并确定桃山和四合两个公社为试点，到1972年桃山公社每个村(大队)都建有小水电站，到

．t973年全县已建成小水电站38座，装机容量达到389千瓦，在经过十余年后的今天看来，由

于这批小水电站无龙头水库，均是单站运行，水工建筑物十分简陋，设计不尽合理，施工粗

糙，操作工技术水平和经营管理水平均较低，故设备利用率极低，年发电小时均不足1000小

时，因此也不易巩固和提高，至1985年已报废14台／212千瓦，占已建成单站100千瓦以下

小站的2L 3％。

1976年到1985年间为国民经济调整和体制改革期间，在这期间的1976年前后，掀起的

农业学大寨运动，在以粮为纲的思想指导下，山区曾一度出现过毁林开荒种粮，改河造田，

毁塘种粮的不良现象，破坏了生态平衡，加剧了水土流矢，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

强调休养生息、形式主义和“左”的错误思想倾向也逐年减少，水利工作的重点逐渐转移到

续建配套和水库加固除险以及工程管理工作方面来，74年冬至79年集中全县劳力对芦村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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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的东西干渠和三条分干渠进行了施工，在1979年受益面积已达6万亩，19．83年和1984

年连续二年水毁后目前仍在施工中；1980年到1982年问的南阳水库灌区和1984年到1985

年间的石门卡水库灌区都进行了干渠土石方开挖和建筑物的配套，使工程发挥了效益。

自1978年后小水电的建设，重点发展装机100千瓦以上的小水电站。1978年初动工兴

建的四合响水滩水电站，1980年9月建成投产，总装机容量3台／225千瓦，利用水头80米，

并建龙头水库一梓冲水库，总库容46．5万立米，设计年发电量89·5万度和1981年6月动工

至1983年底竣工的芦村水电站，总装机容量2台／1000千瓦，年发电量414万度。使我县小

水电站达48座，装机容量为2006千瓦。

自1975年后的十年中，我县水利建设事业上最主要的工作是水库的加固除险，因为1975

年8月5日河南省发生特大暴雨后，经水电部和省水利厅重新核定的各类型的水库防洪校核

标准大大提高，使水库的设计规模也发生了变化。因此，必需通过工程措施，使之适应新的

防洪标准，一同时我县的大小数十座水库，除芦村水库和独山乡的石门卡水库外，都因在施工

中不注意质量，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工程隐患；土坝清基不撤底，碾压不实、坝坡太陡，与山

坡结合不好或是涵洞断裂，漏水、施工材料不合规定等成为险病库。因此，从1976年秋后起

对全县各大小水库进行了加固除险工作，在经过十年的工作后截止1985年底按上级布置已

达到加固除险标准有：

芦村水库已在81年11月由省厅批准验收。

张家湾水库已在83年7月处理完毕，因溢洪道未护砌没有验收，但已除险。

在15座小(一)’型水库中有下庄、石门卡、九斗JIl三座水库已达除险标准后于1982年经

上级批准验收；南阳、候村、·方山冲、汪家桥、百家冲等五座水库在1985年底前已达除险标

准后上报上级待批验收，48座小(二)型水库已达到加固后设计标准的有31座(尚未正式验

收)需要继续处理的有17座。

在加固除险工作中，广泛使用引进的新技术如大坝心墙裂缝充填粘土灌浆，大坝帷幕粘

土灌浆和药物粘土灌浆等为水库加固除险省了大量劳力和经费并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全县在1978年遇特大干旱时，．普遍挖掘地下水资源，计新挖土井1687眼，砖石井957眼

(其中改造老井220眼)，解决了部分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

随着工程建设事业的发展，工程管理工作也相应建立起来，芦村水库工程管理处自1981

年正式行使职权后负责整个枢纽工程的水文观测，工程观测和岁修工作以及开展多种经营工

作；张家湾水库工程管理所亦负责水文观测和岁修工作；各小(一)型水库是属乡管的集体

单位，其管理人员均由乡委派专人负责降雨量、水位观测，汛期防汛，灌溉放水，征收水费以

及水库养鱼等多种经营工作，但在我县水利事业中工程管理和灌溉管理均是薄弱环节，亟待

今后改进。

县水利组织机构情况，在建国前没有设立专门管水利工作的机构，建国后至1958年3月

前水利机构名称多变，自1958年4月起至1963年12月称水利电力局；1963年12月，水利电

力局与农业局合并称农水科，直至1968年8月后改为农水科革命领导小组，至1969年元月

20日改为农林水机电管理社革命委员会，到了1970年11月又改为水利电力局一直到1985年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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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l、1960年6月9日，陶家湾、新杭、桥头和粮长门水库(中型)大坝堵口处均被洪水

冲毁而报废。 ．

‘。

2、1961年4月杨邯水库大坝堵口处被当时县委书记张芳下令炸开而报废。

3、1962年6月国营殷家村电力灌溉站正式建成投入运行。

4、1970年3月狮子口电灌站正式投入运行。

5、1970年儿月上旬芦村水库正式施工。

6、1972年冬至1974年冬，柏垫地区的六个人民公社730多名干部和民工，分三个冬

春参加青弋江综合利用工程建设。 ，

7、1973年元月5日，张家湾水库枢纽竣工大会召开。

8、1974年IoYJ 1日芦村水库举行大坝竣工典礼，省、地及外省有关单位来人来电祝贺，
‘

参加大会人数约2千人。

9、1974年10月芦村水库灌区开工。

10、1976年7月20日上午7：50草鞋岭水库晴天垮坝。

·11、1976年8月22日至9月1日，首次人工降雨成功。

12、1978年特大干旱，粮食比上年减产47．．5％。

13、1978年7月12日傍晚，芦村水库溢洪道正在施工中的交通桥突然倒坍，打死1人，

损失2万元。

14、1978年9月24日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省委书记王光字以及地委主要领导来广德县检

查旱情，并作了重要指示。

15、1980年8月27日响水滩电站峻工后正式投产运行。

16、1981年11月9日省水利厅来文确认芦村水库枢纽已达设计规模，同意竣工验收。

．‘17、1981年12月下旬，广德县人民政府撤消芦村水库工程指挥部，芦村水库工程管理处
行使职权。

18、1982年3月，副县长程维代表广德县出席中央水电部召开的全国淡水养鱼会议，重
点汇报了芦村水库养鱼成功经验。

19、1983年7月特大水灾，‘成灾面积21万亩，受灾人口3l万人，据不完全统计，水
毁损共3300万元。

， 20、1984钮，芦村水电站举行竣工典礼，并入电网运行。
21、1984年特大水灾，成灾面积2l万亩，受灾人33．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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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自然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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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地形： ，

．

广德县地处安徽省东南部，位于东经119。02727∥至119。40'75∥；北纬30。3Z 03∥至3l。12707∥

东南与浙江省长兴、安吉毗邻，“北与江苏省溧阳、宜兴县交界，南与本省宁国县，西与郎溪、‘

宣城县接壤，所以人们常称：“广德县是‘苏浙皖三省八县交界处，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广德县四周围为黄山余脉和天目山余脉所环抱的皖东南丘陵地区。境内地形起伏较大，是

一个不封闭的盆地。南部边缘的马鞍山为县境最高山头，海拔高程863．3米，西北部边缘狮

子口的河底最低高程14米，为全县最低点。黄山余脉伸入县境西南，由太山向北经金龙山至

凤凰山，蜿蜓24公里，为桐jfl7分水之脊：向西经麻姑山至大腰山，逶迤50多公里；向东经马

鞍山至横山·，纵横80余公里，其问有棉花山、桃花山、乌云山、笄山、蚂蚁山、灵山、茅田

山、木马岭等为桐油河和无量汐之分水岭。县境东南和北部为天目山余脉，乌石山、将军山、
三界山．’锅底山、四顶山、傲山、亭子山、关山为皖、浙、苏之天然境界。 《广德州志》称

广德县地形为“自石山(太山)昂其前，狮子口守其后，桐’讷、无量汐(河)贯其中”乃对

广德地形、水系高度准确的概括。

第二节：河流水系

·一，桐油河是我县的主要河流，有文字记载，已有二千多年。据“左传》载： “哀公十

五年(公元前480年)夏，楚子西、子期伐吴、及桐=}fII’’。桐油河由桐、沩二水汇合而成。·

桐水源于本县南部的泰山西麓，流经四合，杨滩、月湾至独树乡老英村，因杨滩段两岸原多

桐子树，“桐花随汐流下”而得名，油水源于泰山东麓，流经四合、柏垫、凤桥至独树乡老

莫村，因河道曲折迂回而得名。两水汇合后称桐油河，流经石鼓、苏村、誓节，杨杆乡至郎

溪县合汐口与无量汐汇合后为郎川河，注入南漪湖，全流域面积897．3平方公里，在县境内

全长73．5公里，其主要支流有十条，其中汇水面积较大的有化古河、月湾河等。

本流域内计建有中型水库一座，小(一)型水库四座，小(二)型水库十一座，杨杆乡

的洪村圩是本流域的唯一圩口，圩堤长5‘．8公里，保护农田0．66万亩。

本河流的主要特征是： ．

． 1、河流上游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尤以四合乡为典型，是河床黄砂的主要产地，亦是河

床淤高泛滥成灾的主要原因。

2、河床比降较大，自上莫村经誓节渡至杨杆乡出县境处比降分别为l／800～l／1750。．

3、河堤矮小单薄，且多处系用河砂堆堤，堤身防洪标准不足5年一遇。

4、河道因中泓易变，故河道弯曲似弓形，自誓节月湾村以下部分河段的河床已扩至200

多米，河湾变成大沙滩。

二、无量汐河，又名星汐河，无量汐河源于东南境内的牛山，上游为石汐、石流两支，汇

入芦村水库后称无量汐、无量汐北流经双河、高湖在沈家渡汇入泥河后转西经邱村、赵村乡

13



一 出狮子口至合汐口，全长73．2公里，在县境内流域面积1079．9平方公里，本河流的主要支

流有16条，其中汇水面积较大的有粮长河、泥河、双汐河等。

本流域内计建有中型水库一座，小(一)型水库lo座，小(二)型水库34座，境内湖泊

有白马湖，上下高湖等共可蓄水120多万立米。

其河流主要特征是： ．

1．河床坡陡狭窄又弯曲，每逢山洪暴发，河道中泓易变，冲刷严重，形成多处顶冲险

王要段，自芦村水库经北大木桥，沈家渡至狮子口，比降分别为l／400～1／lOOO～l／2000
—

2．芦村水库以上的桃山、梨山和同汐乡水土流失较为严重，是河砂的主要产地，沿河
一

畈地因受洪水泛滥后泥沙沉积形成，故土质多属砂土或砂土壤，河床多砂砾。

： 3．堤身单薄低矮，且多处系用河砂堆堤，堤身防洪标准不足五年一遇，河床最宽段已
： 达500米以上，平均约为70米左右。

三、出外水系：县境中有187．6平方公里流往外省外县，其中属太湖水系的有4条支

流123．5平方公里，．重要有独山乡的朱湾河、同汐乡的石进河等，进入浙江省长兴县，下寺

乡的庙西河、横山河等迸入江苏省溧阳县，二．丁寺乡的施村河流入郎溪县，杨滩乡的白马河流

入宁国县，在外流水系中有小(一)型水库l座，小(二)型水库5座。

县境内两条主要河道，据传在本世纪初，桐油河可通木船至前程铺以上，无量汐河可通

木船至芦村，在1971年开挖芦村水库大坝基础时曾在河床高程62米以下5米处，挖出木制码

头和水井遗迹。后因山区水土流失日趋严重，河床淤积变迁，故现桐’油河自誓节渡以下仅能

： 在丰水季节流放排筏，无量汐河已不再能通行任何水上工具。

第三节：雨量
’

。

本地区属亚热带温润气候，雨量适中，无霜期长，平均气温15．4℃，月平均最高气温

36．5℃，月平均最低气温4．3℃，极端最高气温40．4℃，极端最低气温一一14．6℃，

．多年(25年)平均降水量1347．4毫米，年最大降水量为1954年1977毫米，其次为1983年

1864．1毫米，月最大降水量588．8毫米(1984年6月)，月最小降水量只17．2毫米(1983

年11月)，在大旱的1978年月最小降雨量31．0毫米，全年无霜期218天，年均气温36．5℃，≯

最冷的是每年1月，平均气温一一4．3℃，广德县气象站-于1959年4月开始建立，己有29年

观测记录，广德县1951年6月，在高湖乡建立了雨量站，1958年6月建立了水文站}，在：

县气象站未建之前，所用雨量资料均系高湖雨量站提供的，建国前于1932年至1934啤二，

广德县曾有三年雨量资料记载，后单位被撤销，1934年降雨总量为640毫米；这是有资料

以来，年降雨量最低的一年。县境内自1964年起又先后在砖桥(1964年’1985年)，陈吴

·村(1964年～1985年)，牌坊村(1966年～1985．年)等地设立雨量站，从1983年起芦村

．．，水库设水文站，芦村水库在1985年曾利用广德站，(高湖水。文站、广德气象站)、陈吴村站

牌坊站和芦村水库水文站资料求得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1560毫米。

第四节：土壤地质

一、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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