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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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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志是由国家水利鄙组织编写的中国大江河志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本志以江河为对象，以珠江治理、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中

心，运用志，述、记、图、表，录、一照片等形式，简要记述

了珠江流域内的自然地理环境与河流水系情况，着重记述

了建国以来珠江流域内的治理开发基础工作、工程建设、水

政蕾理．并兼及珠江流域内有关的社会经济、人文等．

本志资料丰富，翔实可靠，融科学性、思想性、资丹性

为一体，是r部全面了解、研究球江．治理珠江，开发珠江

·水资源的河流专志．

本志共分五卷、二十一篇，另有概述、大事记等，并配

有彩图，可供各鼓领导决策参考，并可供水利水电、历史、

地理，政策研究工作者以及高等院校有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使用．

畚卷包括灌溉、供水、水力发电、航运、水产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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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流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至东依次为云贵高原区、黔桂高原斜坡区、桂

粤中低山丘陵盆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平原区。全流域山地丘陵占94．4％，平原占5．6％，平

原镶嵌在山地丘陵中，耕地较为分散。1985年流域耕地总面积6985万亩，约占全国耕地

总面积的4．89。有荒地1．44亿亩，约占全国未垦荒地的28．8％。 一

珠江流域气候温和，雨量丰沛，水资源较充足，每亩耕地占有水量4700立方米，为

全国亩占有水量的1．7倍，对发展灌溉有利，多数地区宜种两造水稻。但流域雨量时空

分配不均匀，与农作物生长季节不完全适应，亦经常发生旱灾。自汉代有记录以来，全

流域大旱有77次，以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西江中游的广西旱灾最为严重。建国后

以1963年旱情最重，受灾面积3320万亩。 ．

珠江流域的作物复种指数较高，全流域平均复种指数为1．84。主要作物有水稻、小

麦，玉米、甘蔗、豆类、油菜等，稻作比重大，需要灌溉的水量多，时间长，对灌溉的

要求高。 ．

珠江流域的灌溉设施因地而异，各具特色。上游云贵高原耕地较分散，水低田高，灌

溉多以蓄引为主，小型为主，提灌扬程高I中游两广地区以蓄引灌溉为主；下游三角洲

地区，特别是网河区，多利用潮汐及电力排灌。

流域的灌溉事业，早见载于汉代，至建国前有史籍可查的规模较大的有六七十项，多

数为小型农田灌溉工程，抗旱能力低，稍遇旱情，即减产、失收。其主要特点为：

(1)灌溉水源，多为无调节的天然河水、泉水、湖水和潮壅淡水(珠江三角洲河网

区多利用潮汐排灌)。全流域仅有3宗水库，总库容为960万立方米，

(2)灌溉类型，主要为拦河筑陂。开渠引水，涵闸引水及水库引水，

(3)建筑材料以土、石、竹、木为主，临时性的居多，一年一修或一年数修，结构

．．简单，易被水毁，灌溉保证率低。1949年全流域有低标准的灌溉农田约1000万亩，其余’

大多数是依赖降雨灌溉的“望天收”耕地。

建国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建成各类工程7万多项，至1985年，全流域有各 一

类水库8731宗，总库容429亿立方米，小型山塘陂圳引水工程星罗棋布。提水灌溉工程 1
13万多宗，其中固定机电排灌站5万多处，装机容量共约184万千瓦，水轮泵约1．5万 ?

台。农田灌溉由利用天然水源为主的传统措施，转为蓄、引、提，大、中、小工程相结

合的措施。1985年全流域有效灌溉面积4285万亩，为总耕地面积的61％，保灌面积3438

万亩，保灌率为49％；尚有2500万亩耕地无灌溉设施，农荒地有2658万亩。灌溉用水 、

量为310．63亿立方米，占流域河道外用水总量的74．4％。 、、

。． 流域内自流灌溉工程，设计灌溉面积在lO万亩以上的有2l宗，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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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万亩以上的有17宗，选记青狮潭

独木灌区(有效灌溉面积为2万亩)，

湖、五山、明阳、六冯4宗。



第一章流域灌溉事业发展概况

第一节建国前灌溉事业的发展

珠江流域的灌溉事业，文献记载及出土文物考古论证，不晚于汉代。

《后汉书·马援列传》记载，东汉建武十八年(公元42年)，伏波将军马援率军南征

交趾郡，“所经之处，辄为郡县治城廓，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1961年在广东佛山澜石东汉古墓出土陶质水田模型。1975年在贵州兴义东汉古墓出

土陶质池塘水田模型，有贮水塘、拦蓄堤堰、通水涵洞与灌溉渠等农田灌溉设施。东汉

时期(公元25"-220年)珠江流域已有灌溉事业。流域内西江、北江、东江、三角洲四

大水系的灌溉事业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的发展息息相关。

一、西江水系的灌溉事业

西江水系面积占珠江流域(国内部分)面积的77．25％．文献记载的灌溉工程，大都

为陂堰塘坝自流灌溉工程，珠江流域第一宗使用现代水泵的提水灌溉工程在该水系的杞

麓湖畔．
一

《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载，三国蜀汉时期(公元221-'--263年)珠江流域上游

的南中(今JII、滇、黔一带)为蜀汉一部分，诸葛亮在平定南中后，推行和抚政策，奖

励农耕，兴修水利，实行屯田。

《新唐书·王传》记载，唐景龙年间(公元707----710年)王唆任桂州(今桂林)都

督，在桂州开垦农田，修筑灵陂，引水灌溉农田。 ．／
南宋时(1127～1279年)在广东鹤山县修泽沛陂，。灌田二百余顷”。河源县北的新

丰江，沿江筑堰开渠“通灌田一千一百二十顷．流五百五十里入(河源)县界”。

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南盘江中上游一带广置屯田，兴修水利。至元二十九年

(1292年)，在广西邕州(今南宁)左江一带开垦水田5万多亩，修建陂塘8处。

元至正年间(134l～1367年)，广东新兴县人陈文广筑马港陂，引水灌田万余亩。

明初(1392--。1396年)在云南滇东屯田修水利，凿引铁池河(今南盘江)水灌溉宜

良涸田数万亩。在曲靖筑西湖坝，灌溉军民屯田。在沾益州修坝灌溉东南三乡四堡之田。

在宜良阳宗海北端开凿汤池渠，引阳宗海湖水经摆依河(又称大城江)导入铁池河。再

开渠灌溉宜良坝子8万亩军民屯田。

明永乐年间(1403一．1424年)．广东高明县筑罗塘陂灌田1．5万亩。此后至明末，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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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县筑黄莫陂灌田1．2万亩．筑社圩陂灌田5万亩。德庆州筑古龙陂灌田2万亩，筑高

东陂灌田1万亩。

明宣德十年(1435年)云南沾益建梅公闸灌田1万亩。

明弘治年间(1488---1505年)在贵州镇宁州公具河上筑堰坝，灌田甚广．

明嘉靖年间(1522---1567年)，广西20个县约共修陂塘230余宗，灌田73万多亩。

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云南广西府(今泸西县)建永惠坝，开二渠灌溉农田。明

崇祯十四年(1641年)改永惠坝为石筑，灌田7000余亩。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云南弥勒建构旬坝，清雍正、乾隆期间数次重修扩建，灌

田3万亩。明天启年间(1621～1627年)云南曲靖府南宁县(今曲靖市)在珠江源头干

流上修筑一石坝，开二渠分灌南北三乡八伍一铺农田。

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贵州省广顺州．(今长顺县)州牧刘元轼在南湖建刘公堤

堰壅水灌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州牧张承明修筑新堤，清道光《安顺州志》载

“四时水常盈。两岸田皆资灌溉”。

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贵州永宁州(今关岭县)知州王克庄率土司罗蒿筑石坝，

开渠引水，使6个庄寨农田免浸溺，并可灌田700余亩。

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广西庆远府(今宜山县)洛璜河堰引水工程建成，灌田6200

多亩。 ．

’‘

民国5年(1916年)云南省通海县刘继宗等商人组建云南通海水利公司，向英国旗

昌洋行购买水泵1台，抽杞麓湖水灌溉农田，为珠江流域第一宗使用现代水泵提水灌溉

工程。

民国23年(1934年)广西省思乐县(今宁明县境)兴建海渊引水工程，主坝9米高，

浆砌石心钢筋混凝土裹面溢流坝，开南、北二渠灌田2．5万亩，主坝两次被洪水冲毁，因

经费不继及日本侵略军陷境，数度停工，至民国35年(1946年)S月建成，北渠同时通

水灌田1．7万亩，南渠迄未开通。

民国26年(1937年)3月广西省荔浦县合江坝引水工程建成，耗时3年，灌田2万

亩。 ’

民国27年(1938年)华北水利委员会在广西完成3项农田水利计划：《柳州风山河

灌溉工程计划》，‘上林河凌村一带消水工程计划》及《柳城沙埔河灌溉工程计划》。

民国28年(1939年)贵州省定番县(今惠水县)小龙引水灌溉工程动工兴建，翌年

6月建成，灌田7700亩。
’

民国29年。(1940年)云南省蒙自草坝灌溉工程建成，灌溉草坝3万亩农田，因设计

对大屯海、长桥海等湖泊水源估计不周，加上管理不善，几年后湖水逐渐放枯，至民国

37年(1948年)长桥海已无水可放，大屯海水量也所剩无几，枯水季草坝农田缺水灌溉。

同年9月动工兴建广西省恭城县势江引水工程，1944年4月建成，灌田3．38万亩。

同时荔浦县浦芦河引水工程1944年7月建成，灌田1．45万亩。此前，1938年7月至1941

年4月兴建宜山县洛寿渠，灌田2万亩。1939年8月至1941年3月兴建田阳县那坡灌溉

工程，灌田2．06万亩。

民国30年(1941年)铁路、公路交通发展后，灵渠与相思埭两处运河逐渐减少航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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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停止。灵渠功能变为兴安县城一带的供水和农田灌溉。

民国墨1年(1942年)广西省动工兴建万亩以上灌溉工程9处。

民国32年(1943年)云南省建成南盘江4宗灌溉工程；1940年动工兴建弥勒县竹

园坝甸惠渠，同年动工改建配套宜良县文公渠，1941年动工改建宜良县龙公渠，1942年

修建沾益县华惠渠，4渠合计灌溉农田9．3万亩。 ．

民国33年(1944年)云南省动工改建陆良新坝，将原来木叠梁改为平板活动闸门，

另修河堤7．5公里，筑输水涵洞18处，于1946年建成投产，增加灌溉农田2．1万亩．

民国34年(1945年)广西省修复抗日战争期间被损毁的已成工程，续修战时被迫停

工的未完工程I共修小型塘堰堤坝759处。灌田28万亩。

民国36年(1947年)广西建成万亩以上引水灌溉工程4宗，共灌田14．28万亩：1939

年动工的柳城凤山河与沙埔河，分别灌田2．97万亩与5．6万亩}1941年动工的灵川甘棠

江，灌田2．4万亩I 1942年动工的永福金鸡河，灌田3．31万亩。

二、北江水系的灌溉事业

北江水系面积为珠江流域(国内部分)面积的10．57％．灌溉事业出现时间比较早。

《南汉书》记载．南汉大臣黄损在其家乡连州(今连县)筑高良耶陂灌田(约在公元917

一-971年间)。 ·

宋天禧年间(1017--'1021年)广南保昌县(今广东南雄县)知事凌皓在横浦水修陂

开渠灌田5000余亩．民称其陂为凌陂，横浦水也改称为凌江。此后，宋崇宁初(1102～

1104年)南雄知州连觉希筑陂灌田千余顷。 ，

在广东连山县有宋政和七年(1117年)筑的鹅岗陂及宋嘉定三年(1210年)筑的观

陂，此后元至治二年(1322年)又筑官陂，合称为连山三陂。

明初至嘉靖末年(1368一-1566年)广东韶州(今韶关)南雄修陂塘堰坝农田小水利。

灌田甚广．

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广东南雄知州罗含章组织州民兴修水利，几年间“新开之

陂十一，修复之陂十，官开之塘四，民开之塘九十有三”。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全

州有陂塘百余处·灌溉农田20余万亩。

民国32年(1943年)广东省动工兴建曲江县火山乡枫湾水、乐昌县指南乡西坑水和

’仁化县董塘乡澌溪水3宗拦河筑坝引水灌溉工程，分别于1947年、1944年、1943年建

成，合共灌田3．6万亩。 、

三、东江水系的灌溉事业

东江水系面积为珠江流域(国内部分)面积的6．12％，灌溉事业出现时间稍晚于西

江及北江，筑堤围湖灌田与牛力水车汲水灌田j。均首次出现在东江．

宋治平年间(1064～1067年)惠州太守陈傅在惠州城西筑堤截水为丰湖(今惠州西

湖)，灌田数百顷．又在城内辟东湖，教民作牛力水车汲水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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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时期(1127"-'1279年)在广东河源县的新丰江沿江筑堰开渠。灌田一千一百二

十顷”。

明初至嘉靖末年(1368,---1566年)广东惠州修建陂塘堰坝各类水利灌田甚广。

四、三角洲水系的灌溉事业
。

一 三角洲水系面积占珠江流域(国内部分)总面积的6．06％。珠江三角洲至北宋大观

．、年间(1107—1110年)在小范围筑堤围垦，耕作比较粗放，靠天降雨灌溉。到元至正年

间(1341～1367年)发展到堤身设木窦或石窦，利用涨潮壅高堤外江河淡水来灌溉堤内

农田，当地称之为“潮灌”，实为涨潮壅淡自流灌溉，灌田的水是淡水或混有极少量海潮

水的淡水，灌溉的木窦或石窦在珠江三角洲堤围上普遍存在，1949年珠江三角洲900多

万亩稻田有'200多万亩利用这种方式灌溉(建国后发展电灌，下降到100多万亩)。另在

三角洲边缘低山丘陵地区修建陂塘堰坝等小水利灌溉农田，在广州市北郊至花县的小平

原靠人力拉桔槔提井水灌田，几乎一块田一支桔棒，建国后兴办流溪河引水灌溉工程，桔

槔群渐告消失。 、。

一

民国15年(1926年)中山大学农科院首次在广州市郊石牌进行水稻灌溉试验，编印

出版《中山大学农业科学院专刊一号》，刊载了《水稻灌溉水调查报告》。 ．．

总计到1949年珠江流域四大水系低水平的灌溉面积约1000万亩，大都为小河溪上

引水灌溉工程，稍长时间不降雨，河溪无水可引便呈现旱情。
二

‘

．

“

第二节建国后灌溉事业的发展j

建国后灌溉事业发展较快，大体经历过几个阶段s

一、1949"-'1957年的灌溉事业

1949"--'1957年期间，全流域在恢复、扩建和新建引水工程的同时，开展以社队为基

础的农田水利规划与河流规划工作。

1949"-,1952年主要修复、扩建原有水利工程，新建少量小型陂塘，修复扩建配套柳

江沙埔河灌溉工程、北江马坝中陂工程等万亩以上的引水灌溉工程24宗。

从1953年开始，普遍开展区乡社队为主体的地区性农田水利规划。1956年冬各省建

立专门机构逐步开展以县为单位、以农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小河流规划，珠江中、下

游水利工程由抓修复转为抓灌溉。此期间，开工兴建的大型水库有以发电、灌溉为主的

流溪河、武思江、平龙等水库，以灌溉为主的中型水库18宗。其中分布在西江水系9宗、

北江水系2宗、东江水系4宗、珠江三角洲地区3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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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面积400多万亩。

1962年按照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流域内各省(区)在水利工

作中实行。巩固提高，加强管理，积极配套，重点兴建，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并为进一

步发展创造条件”的原则，对。大跃进”期间兴建的工程进行清理，实行巩固、续建、配

套，解决。三边”工程遗留的质量问题，巩固。大跃进”的积极成果。‘

在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期，水利建设提出。大寨精神，小型为主，全面配套，加

强管理，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方针，但不久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干扰而冲击了

上述方针的贯彻实施。。文化大革命”期间，水利战线职工克服困难，排除干扰，继续兴

建了一批大型水库，有柳江支流的麻石、贺江的合面狮、柳江的洛东和拉浪、北江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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