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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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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 四川素称多水，其巨川十敷．小溪千余．号为千水之省．然自清初有《蜀水经》、‘蜀水考)之

： 作．专考河漉水系l其后敷百年．迄无江河专志编修之议．唯民国时期曾出版《嘉陵江志：}，为私

人著述．限于条件，内容颇多挂漏．

斯中国成立以来．科学昌隆．经济发展．文化进步．五十年代即有修志之议．其后．资料收

集．理论建设．方法探研．亦颇起步I然工作时断时续．均无定章．至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百废俱

兴．自中央以至地方，皆重视基础建设．千是水利部执其牛耳，省水电厅制定计划．盛世修志之

举．纳入议事日程#于是四川江河志之析修工作．如潮兴旗举，一呼百应。数百年断而未续之事

业．终付之于实践矣． ，。

! · 嘉陵江为蜀中巨川．源于陕甘．吞纳涪渠．沿江名城相望．重镇如休。其水汇入孚≠，．．止于重

庆．浩浩两千里．或越高J太．或度险滩．或衍河曲．或成巨岸．南北赖美抗运，原飙pr兵乖溉，险路

为兵家所争．水能为民众所用．游声水景．每得诗人文士流连咏叹I而‘百j守；々付可，生成之

支迹道闻．悲欢鬃散．又不知几几。建国以来．嘉陵江之经济地位日隆．兵玎忠，“埋．资源开发，

工程兴建．效益发挥．方之古昔．又不可同日而语．故嘉陵江斯志之编修．其意义优为熏大．

一九八七年‘．汪君蒙吞慨然受省水电厅修志主管之约。承担新修《嘉陵江志》任务．于是厘

定计划．延揽人才．拔图阅典．访贤问道．抄集素材．衍为长编．酌句斟词．数易寒暑．而成初睇近

百万字。凡山川形势．人文古迹．资源经济．地理沿革．治水历程．莫不广赅博罗。其用力之|》，．

．观者成为之叹息．后水利江河志编委诸公皆以志贵简明，饵利于读为请．遂删蓐支节·而成今
·：’

稿．即行付印。
7t．

j，。、 《毒陵江志》新成．汪君以余曾修岷沱二江志．知其甘苦．求余为序。吁!桃李无言．下自成

蹊．此志之得失．唯读者能知之．唯刖右怔正之。修志之务．宜世代相续．始能珐于完善l而编修
，之勤．任事之哏．Ii'l宜昭告于世。如汪右墙．则堪称志苑之贤良矣。余所欲赞言者盖如此。是为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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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本志记述资料一般下限断至1985年，对古代历史资料，则尽量追溯其与江河有关的部

，
√ ‘

f

分： ，’j+‘ ；，

j
’；+．

。’

二、。建国前’’或。建国后”，是按1949年10月1日划线。 +，，

一4

-。

。
，

，

。三、内容体例皆以水利部所颁‘全国江河志编写工作暂行规定)为据I除综述与附录外，皆
’

严格采用记述体例。 。

一
、一

‘，
．． ；。

：。 ，，

’‘

一7； 一
‘

四、所引用的资料(包括各种史籍)，皆以通行版本为准，文中适当注明出处。 一
‘

J_f

。

·t
，

，

五、结构按篇、章、节层次处理．视实际情况设目．备考资料附予章末．附录则排在卷末．
，

，， ，。
p

1．
母‘

六、因涪江及渠江皆各有专志，本志对此两大支流记述从略． 、

”， 一， ∥ ； t哩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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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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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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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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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气候概况⋯⋯⋯．．“⋯⋯⋯⋯⋯⋯⋯⋯⋯⋯⋯⋯⋯⋯⋯⋯⋯⋯⋯⋯⋯·(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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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径流总量及水能蕴藏量 [备考]⋯⋯⋯⋯⋯⋯⋯⋯⋯⋯⋯．．．⋯⋯⋯⋯(76)

第五节 水质问题⋯⋯⋯⋯⋯⋯⋯⋯⋯⋯⋯⋯⋯⋯⋯⋯⋯⋯⋯⋯⋯⋯⋯⋯⋯⋯(77)

第三章 土壤矿藏

第一节 土壤分布⋯⋯⋯⋯⋯⋯⋯⋯⋯⋯⋯⋯⋯．．．⋯⋯⋯⋯⋯⋯⋯⋯⋯⋯⋯⋯(79)

第二节．矿产资源⋯⋯⋯⋯⋯⋯⋯⋯⋯⋯⋯⋯⋯⋯⋯⋯⋯⋯⋯⋯⋯⋯⋯⋯⋯⋯(80)

第四章 生物资源 ，，

’ 第一节 森林资源⋯⋯_⋯⋯⋯⋯⋯⋯⋯⋯⋯⋯⋯⋯⋯⋯⋯⋯⋯⋯⋯⋯⋯⋯⋯(81)

第二节 动物资源⋯：⋯⋯⋯⋯⋯⋯⋯⋯⋯⋯⋯⋯⋯⋯⋯⋯⋯⋯⋯⋯⋯⋯⋯⋯”(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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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布在重庆旅游区的旅游小区有6个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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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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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考]重点旅游区的风光⋯⋯⋯⋯⋯⋯⋯⋯⋯⋯⋯⋯⋯⋯⋯⋯⋯⋯⋯⋯⋯⋯⋯(8≯)

一、山城重庆旅游区。 ．

’． ，二、九寨沟——黄龙寺旅游区 ⋯，。
．’ 三、剑门蜀道旅游区 ．．⋯。 一 。。．，?

第三篇 流域自然灾害

第一章 洪灾 ．

t．第一节 暴雨洪水规律⋯⋯⋯⋯⋯⋯⋯⋯⋯⋯⋯⋯⋯．．．⋯⋯⋯⋯⋯⋯⋯⋯⋯⋯(92)

第二节 历史洪水举要⋯⋯⋯⋯⋯⋯⋯⋯⋯⋯⋯⋯⋯⋯⋯⋯⋯⋯⋯⋯⋯⋯⋯．．．f99、

第三节一洪灾概况[备考]⋯⋯⋯⋯⋯⋯⋯⋯⋯．．．⋯⋯⋯⋯⋯⋯⋯⋯⋯⋯⋯⋯(9t’，

第二章 旱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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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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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山地灾害⋯⋯⋯⋯⋯⋯⋯⋯⋯⋯⋯⋯⋯⋯⋯⋯⋯⋯⋯⋯，⋯⋯⋯⋯⋯⋯(157)

第二节 地震⋯⋯⋯⋯⋯⋯⋯⋯⋯⋯⋯⋯⋯⋯⋯⋯⋯⋯⋯⋯⋯⋯⋯⋯⋯⋯⋯⋯(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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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 t ，

● ‘q

第四篇 流域社会经济条件· ： ，。

第一章 基本情况 ··

，．

第一节 行政区划及人口⋯⋯⋯⋯⋯⋯⋯⋯⋯⋯⋯⋯⋯⋯⋯⋯··B 00 O 00@⋯⋯⋯．．．(172)

·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二节 主要城镇⋯⋯⋯⋯⋯⋯⋯⋯⋯⋯⋯⋯一¨⋯⋯⋯⋯⋯⋯⋯⋯．．．⋯⋯⋯

第二章 交通运输
’‘‘’

‘
。。 ‘

、。 +

第一节

第二节

第三节

第四节

第五节

第六节

古代驿道⋯⋯⋯⋯．．一．。⋯⋯⋯⋯⋯⋯⋯⋯⋯”III OOI⋯m⋯⋯⋯⋯··：⋯⋯

现代陆路⋯⋯⋯⋯⋯⋯⋯⋯⋯⋯⋯⋯⋯⋯⋯⋯⋯⋯⋯⋯⋯⋯”．．“⋯”
古代干流水运⋯⋯-．．⋯⋯⋯·⋯⋯⋯⋯⋯⋯⋯⋯⋯⋯⋯⋯⋯⋯⋯⋯⋯一
古代支流水运⋯⋯⋯01@O@I一⋯⋯“⋯⋯⋯⋯⋯⋯”“⋯⋯⋯⋯⋯⋯⋯⋯

觋代斌运⋯⋯⋯⋯⋯⋯⋯⋯⋯⋯⋯⋯⋯⋯⋯⋯⋯⋯．．．·⋯⋯⋯k⋯⋯n·

港口现状[备考]．“⋯“⋯⋯⋯⋯⋯⋯⋯⋯⋯⋯⋯⋯⋯⋯一⋯：⋯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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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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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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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为长江上游左岸大支流，有东西二源。东源为正源，出于陕西风县东北，西源名西汉

水，出于甘肃天水市南。二源汇于陕西略阳两河口，南流经阳平关，予广元市大滩乡入四川境，

到昭化镇纳右岸支流白龙江、继续南流经苍溪、阆中、南部、蓬安、南充、武胜，在合川先后汇纳

左岸支流渠江及右岸支流涪江，南流至重庆市汇入长江．干流全长1100公里(其中四川境内

806公里)．嘉陵江以河源至广元为上游，河长366公里，略阳至广元一段长183公里，比降约

O．8890l广元至合川为中游，河长628公里，比降约0．4390，合川至重庆为下游，河长97公里．

比降约0．26‰。其大小支流众多，水系多呈树枝状．

嘉陵江流域地跨陕、甘、川三省，总面积15．79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境内11．06万平方公

里)。包括三省12个市、地、州的．17县市(区)。·沿江城镇林立，素为经济发达之区．1985年育

人口3810万人，总耕地4000万亩，耕地率16．9％。

广元以上干流上游段，穿行予山区，河谷深切，流域内峰峦起伏，出露古生代或更老的坚

岩，石灰岩分布亦广。广元以下干流中游段进入四JIl盆地丘陵区，江面开阔，河曲发育，流域内

地形起伏较小，出露地层以侏罗系砂页岩为主，产状平缓．合川以下干流下游穿越平行岭谷区．

形成“小三峡”。

嘉陵江多年平均天然河川流量696亿立方米(四JIf境外来水173亿立方米)，如减去支流

涪江、渠江，千流年均水量约294亿立方米。水能理论蕴藏量1525万千瓦(其中四川境内1051

万千瓦)。嘉陵江是长江流域多沙河流，强产沙区位于上游亭子口以上，尤以西汉水为甚。下游

北碚水文站实测194d～1985年年均含沙量2．37公斤／立方米，年输沙量达1．6l亿吨．

嘉陵江古称西汉水、汉水、白水、潜水，为古代水路交通干线，航运历史悠久．经历代整治航

道，现自陕西略阳至重庆均可通航木船，中下游可通机动船舶．干支流营运里程共3600公里。

流域内陆路交通亦甚方便．水域内鱼类资源丰富，有146种，其中以鲤、鲫为主，渔业自古即已

兴起，建国后始改江河捕捞为人工养殖为主．

流域内农业以粮经作物种植为主，盛产水稻、小麦、玉米及棉、油、麻、蚕丝、柑桔等．工业在

建国后有较大发展，钢铁、机械、纺织、电子等工业为最著，重庆、南充，广元为重点区．

流域内上游为陇南山地，多旱作，年降水量600--900毫米，中下游四川盆地丘陵区农耕发

达，耕地率20．2％以上，3340万亩耕地中，水田又占1660万亩以上．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在

1000毫米以上，惟以年内分布不均，干旱频繁，尤以春，夏、伏、旱对农业威胁最大．建国以来除

1954、1956、198l等年外，几乎年年存在旱象。夏秋暴雨又常引起江河洪水泛滥，山地灾害亦时

有发生．在江河治理方面，古代城镇防洪主要依赖堤防，至今堤防工程仍为沿江城镇主要屏障。

古代水利设蘼主要为冬水田及小型塘堰，不仅耕地复种指数低，抗旱防洪能力皆甚薄弱．建国

后大力发展水利水电建设，流域内已建大型水库有白龙江上的碧口、西河上的升钟两处，总库

容18．4亿立方米。中型水库已建18处(其中四川境内17处)，总库容4亿立方米．小型水库

2734处(其中四川I 2258处)，总库容6亿立方米以上．并建有引水、提水工程多处，冬水田已由

建国初期1 400万亩减少到1985年的720万亩．水力发电工程亦相应发展，干流上已建有盘

龙、马回、青居等中型电站。自龙江上的碧口大型电站，总装机容量达30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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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第一节

河流总况

地理简述

嘉陵江是长江上游重要水系之一，也是川江最大支流之一．

嘉陵江干流正源(东源)出于陕西凤县西北代王山南侧东峪沟I西源西汉水出于甘肃天

水市南平南川，至陕西略阳两河口二源相合，南经阳平关，于广元县大滩乡入四川省境，至

广元县昭f{二右纳白龙江，再向南过苍溪、阆中、蓬安、南充、武胜等县市，在合川先后汇纳

渠江及涪江，于重庆市汇入长江。千流全长1100公里，其中四川境内长806公里。全流域地

跨北纬29。l 8，"--,34。30'，东经102。33'～109。00'，穿越川、陕、甘三省，总流域面积157928

平方公里，其中四川I省境内lJ0646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70％，是长江上游四川省境流

域最广的支流之一。．

嘉陵江在广元以上的上游河段，穿行于秦岭、米仓山山区，河谷深切，坡陡流急i广元

至合川的中游河段，行进于四川盆地中，河曲发育，江面开阔I合川以下的下游河段．在穿

越平行岭谷区处形成峡谷，号你“小三峡”，滩沱相问．接纳渠、涪江后，水量大增，江面更

加开阔。嘉陵江在盆地北缘以上的支流大都坡陡流急，河谷切割较深I其在盆地内的支流，水

系多呈树枝状分布，河曲较多。嘉陵江流域上部的秦岭、龙门山、大巴山、米仓山等山区，高

程一般在1000米以上，出露地层多为古生代或更老的坚硬岩石。石灰岩地区峰峦突起，挺拔

峻峭。偶有侵入的花岗岩体，如广元上游的燕子河13一带，则山头圆坦、浑厚雄伟，与石灰

岩区悬岩峭壁，景观迥异。页岩出露地区，如自龙江下游三磊坝等地，则常形成山问小盆地，

流域中部盆地边缘区岩层，多为颗粒粗大的砾岩，向盆地巾心则逐渐变成砂岩与砂页岩互层，

构造简单，倾角平缓，地形起伏较小，相对高度在50～100米之问．两岸阶地与离堆山断续

分布，阶地高度一般高出枯水面20"--200米左右．流域下部自合川沙溪庙以下，干流横贯三

个平行背斜山岭，高程一般在600"--1100米，其中以华鉴山主峰为最高，高程为1560米。低

洼部分则为向斜谷地。嘉陵江流域上部，在地质构造上跨越龙门山、秦岭地槽折断带与大巴

山过渡带I中部则属四川I台向斜，下部为川东褶皱带。流域内地层出露较全，从老到新均有

分布。上游地层以志留系千枚岩、板岩、石英砂岩为主，次为泥盆、石炭系的石英砂岩、灰

岩I中游区则出露侏罗系、白垩系砂页岩互层，下游区以侏罗系砂岩为主，次为三迭系灰岩。

地震活动多在河源及上游地带，地震烈度7～8度左右I中下游地区大部在6度以下。

嘉陵江上游支流中横向谷，河流横穿构造线，受岩性构造的影响，多呈深切峡谷．进入

盆地区后，多沿构造迂回于向斜盆地巾，受新构造运行间歇性抬升的影响，形成深切曲流，沿

岸零星分布有五级阶地，峡谷、宽谷相问出现，河曲、离堆山比较发育，构造裂点较多，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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